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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品再设计的解读与思考

姜 敏

（延安大学 鲁迅艺术学院，延安 716000）

摘要：探讨了产品再设计的本质和意义，认为再设计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设计方式，其创意更具挑战性。在此基础

上，通过阐释产品再设计在功能、形式、审美、情感等方面的创意表现，指出产品再设计是对已有产品的升华，将会在

物质和精神层面上更好地满足人类需求，并对节约资源、改善环境作出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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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and Reflection on Product Re-design
JIANG Min
（Luxun Art College，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China）
Abstract：It mainly discussed the ess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product, redesign and proves redesign was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more challengeable itself. On this basis, it furthermore pointed out the product redesign was
the sublimation process of existed products with reasons of interpretation of redesign in function, form, aesthetic, emotion
and other aspects by creative expression, which will better satisfy human needs materially and spiritually as well as
contributing to resource saving, impro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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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是什么？一方面设计是企业与市场、消费者

沟通对话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另一方面，设计也可以

将设计师、制造者甚至产品本身的信息，传达给消费

者。设计师只有在设计中融入沟通，注重传达，设计

才具有生命力、表现力和说服力。

工业化时期，设计是以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为前提

的，是对产品外型和包装所做的优化活动。随后又发

展出产品语义、用户中心等概念。数字时期又出现了

信息设计、交互设计等。现在，又有了经验设计、情境

设计等。设计的概念在不断更新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与时俱进，是设计生存与传承的唯一办法。再设计体

现的是一种设计理念，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与

时俱进的设计态度。

1 再设计

1.1 再设计概念的阐释

再设计，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平面设计大师原

研哉提出的，指的是对现成产品设计的再创造，赋予

其新的内涵和生命。再设计的创意往往来自于日常

生活，是对熟知的事物进行再认识并从中寻求现代设

计的真谛，给日常生活用品赋予新的生命。从无到

有，当然是创造；但将已知的事物陌生化，更是一种创

造[1]。再设计追求全新的设计风格，它通过对已知设

计进行审视，找寻设计本身的不足，是对原有设计的

一种批判[2]。

在现在的市场上，很多公司通过再设计创造出新

的产品。再设计不仅可以提高产品质量，而且可以降

低产品的设计周期。尽管如此，只有在使用者的需求

和现有产品出现冲突后才会有新产品出现。而对现

有产品的再设计是实现产品革新的一个有效手段，将

两种或两种以上有明显关联的设计融合到一个新产

品中，该过程会产生设计冲突，而冲突会激发创新[3]。

1.2 再设计与改良设计

再设计是设计师根据需要对原有事物进行再次

的设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再设计似乎与改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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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二者还是有区别的。虽然

再设计和改良设计都是再次设计，但再设计是将原有

设计陌生化的一种探索设计本质的活动，而改良设计

则是一种针对人类潜在需求而进行的设计活动。改

良设计是在原有事物基础上继续进行深入开发设计，

有一种连续性；而再设计所呈现的则是一种全新的风

格，更具创新性。总之，改良设计偏重实用性，而再设

计偏重文化性，二者在某些方面会有交叉，但又具有

各自不同的特点。

2 再设计的创意表现

无论是设计师还是消费者，大都喜欢从“无”到

“有”的设计，认为这样的设计才能更好地发挥创造

力，体现设计的价值，殊不知对习以为常的东西进行

重新改造与设计，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再设计致力

于将科学性、技术性、经济性、社会性有机统一，最大

程度满足消费者。设计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无外乎2

个方面：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2.1 物质需求

当人们开始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时候，物质世界就

已经存在了。物质需求包括消费者对产品的基本功

能、结构、材料的需求，对产品安全性的需求以及对产

品的经济性需求等[4]。物质需求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

的基本要求，如果其中有一项需求不满足，都会直接

影响购买行为的形成。

1）功能再设计。对消费者而言，选择某件产品，

首先考虑的是其功能。功能是根据人的需求设计而

来的，不同产品、不同对象、不同时期，其功能的需求

与设计是不同的[5]。功能的设计应满足人的一种或几

种实际需要。产品的功能不是绝对的，而是在发展变

化的。某个产品功能的消亡，并不代表其生命周期的

结束，也可能是其功能发生了转移。对产品功能的再

设计指的是在其原有的功能或部分功能的基础之上，

运用产品造型规律与方法，对其进行再次设计，发展

出多样组合方式的变化，并构成可以适应各种生活形

态的多样化的商品[6]。比如通过再

设计手段设计的刷牙水龙头，见图1，在普通水龙

头上加一个附加装置，刷牙时就可以不用杯子，需要

漱口的时候只需用手捏住下面的出水口，松开时则可

以清洗牙刷，不管多少人用它，都不会担心卫生问

题。这种装置体积小，易携带，不怕挤压，尤其适合经

常出差的人。看似简单的设计不仅有效节约了资源，

而且很好地满足了现代人的生活需求。由此可见，再

设计面向的是所有已经存在的设计，致力于提出更合

理完善的方案，同时也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供了

一种新思路。在设计领域，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更合

理的功能满足必然会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2）形态再设计。各种设计最终都要去方便人的

行为，要切合人的观念，从而满足人生理、心理及自我

实现等方面的需求，这样才能充分表现出对人的理

解、尊重与关爱，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设计要求以人

为中心，物为人所用，通过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特性，

在产品设计中予以充分的尊重与应用。产品在操作

过程中的易用性特点，在多数情况下也会直接导致产

品形态上的明显变化。比如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胶带，

无论材料、外形似乎已经定型了。在使用时，常常会

遇到找不到接头的情况，越是着急，反而越难发现隐

蔽的接头，使用的过程不是愉快的体验，而是尴尬的、

烦躁的甚至是恼火的。一款齿轮型创意透明胶带圈，

见图2，只是在外形上做了小小的改动，就轻而易举地

图1 刷牙水龙头

Fig.1 Teeth brushing water tap

图2 齿轮型胶带

Fig.2 Gear-shaped tape

姜敏 对产品再设计的解读与思考
93



包装工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Vol. 34 No.18 2013-09

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用完胶带时，接头部分可以轻松

显露出来，方便下次使用。除此之外，齿轮型的胶带

在拉动时会产生阻力，而这种阻力也传达出节约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2.2 精神需求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不仅需要物质上的

满足，更需要精神上的慰藉[7]。追求心理的放松与精

神的享受，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乐趣是现阶段大众生

活的主旋律。设计源于生活，设计改变生活，最终还

要回归生活。一切设计活动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种种设想和憧憬，使人的精神生活变

得丰富、充实，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注重

消费者精神需求的设计有利于拉近产品与人之间的

距离，将是未来产品设计的一个趋势。这样的设计应

能帮助人们更轻松的生活，使生活的内在情感趋于愉

悦，并获得亲切、舒适、尊严、宁静、安全、自由的感觉。

1）审美再设计。再设计是对生活的一种再创作

行为，是对存在物品的美和感受的重新解读[8]。将产

品造型方法和创新思维运用在废弃的材料上，重新定

位其实用功能，利用切割、拼合、熔融等手段赋予它们

新的形态，并激发起大众的环保意识。对产品的审美

再设计注重产品的自然美，讲究简约性而不刻意追求

风格。现有的很多设计往往为了强调造型的美学意

义，而刻意运用表面处理和装饰手段，显得呆板且多

余。还原本色的设计成了时代的宠儿。美的设计带

给消费者的不仅是独特而强烈的审美体验，而且还应

给人深远的启发。设计师赛斯的一项名为“收获碎

片”的项目，就是利用啤酒瓶、葡萄酒瓶等玻璃容器打

碎得到的碎片来制作新的设计，比如玻璃碎片果盘，

见图3，将玻璃碎片收集排布放在石膏模上后，再经过

玻璃熔融，使得玻璃软化，碎片相互连接在一起，就形

成了一个全新的设计，别有一番特殊的味道，使看似

无用的废品焕发了新的生机。

2）情感再设计。在大众的印象当中，有些产品已

经根深蒂固，它们已经不单单是一件物品，而是承载

了很多回忆，与消费者的情感紧密相连，因此很难被

新产品所替代。对这类产品的再设计颇有挑战经典

的味道。对产品的情感再设计目的，是为了创建人们

和产品之间更为亲切与持久的关系，在强调其功能、

地域性、时代性特征的同时，通过符号形态、色彩、材

料的变换，让人的情感得以延续。比如20世纪六七十

年代常见的搪瓷杯，外形简洁、结实耐用，设计上永远

是白底衬字或军用风格。刷牙喝水、泡方便面、放在

炉子上热饭，一杯多用，如果杯子够大，把杯盖翻过来

就是一菜盘子，因此那个年代的人对搪瓷杯有着特殊

的感情。而今对其进行的再设计，将它的材质变成了

玻璃，上面的文字也改成了“好好学习，努力赚钱”之

类，见图 4，虽有恶搞之嫌也不失怀旧感，很容易与消

费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3 结语

当今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信息急速传播，社会需

求变得复杂化，设计必须不断改变来迎合消费者挑剔

的眼光，追随社会发展的步伐。设计并不以产品设计

的流程的终结而结束，设计恰恰开始于产品完成的瞬

间。因此，产品再设计应当贯穿产品的整个生命周

期。再设计所强调的，正如埃尔多·索色斯所讲的那

样：“当设计开始于产品进入家庭、街道、城市、天空、

人体和心灵时，当产品在我们生活中成为可视的、物

质的、可感的形象时，设计便开始了”。

图3 玻璃碎片果盘

Fig.3 Fragment-glass fruit tray

图4 搪瓷杯再设计

Fig.4 Enamel cup r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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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设计是对产品的提升，能使产品更好地满足人

类需求，更好地改善人类环境，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随着技术、工艺的不断推陈出新，再设计将面临

更多的机遇和挑战。设计者需要用一种全局性的眼

光来重新审视一切，要有一种反省过去、通向未来的

新思维，通过产品再设计激发人们对自然的关注、对

社会的体悟，从而促进设计行业与社会经济的共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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