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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目标物和来源物之间特征的相似性匹配特点，可将隐喻细化为造型隐喻、功能隐喻和情境隐喻，按照产

品设计特征获取、特征相似性判断、特征关系结构匹配、产品设计语意生成和产品创新设计实现5个主要阶段的流

程，详细论述了产品复合隐喻编码方法。最后，以“福禄灯”设计为例，提出了产品复合隐喻设计方法的主要特征和

编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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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similarity matching characteristics，the metaphor can be refined to styling metaphor，
function metaphor and context metaphor.Following the design features extracting，features similarity judgment, features
relationship structure matching，semantics building and product creative design，it discussed the product multi-metaphor
coding method.Finally，as a example，"Fulu-light" design is used to explore the main features and coding process of
multi-metaphor cod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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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人们对产品的需求

超越了实用功能的范畴。与消费大众密切相关的产

品不再仅仅是满足人们使用功能的工具或器械，为迎

合新的消费趋向日益注重自身的意义，它们成为使用

者表达、交流和表现的媒介。如何赋予产品特定的意

义及其诠释成为了设计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与

此同时，设计创新的本质演变成如何创造一种新的产

品语言（意义）。传统的设计语意学基于信息传播模

型从宏观上对产品意义（语意）进行了分析，设计文化

学则试图为设计意义的生成寻求文脉上的解释。它

们都忽视了从设计思维方法的角度来探索产品意义

生成的途径，以作为设计创新的基本方法[1]。

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将一个事物A（或其特征）移植

或嫁接到另一个事物B上面，从而事物B便具有了与

事物A相类似的意义。如蕴有风帆和贝壳意象的悉

尼歌剧院，表现出了极具诗意的象征性和隐喻性。隐

喻虽然不为人们所关注，但其广泛的存在于家具、灯

具和茶具等产品设计中[2]。人们的日常思维通常都是

隐喻性的。将隐喻作为一种设计思维方法，经由认知

心理学途径将其从文学领域拓展至设计领域，为产品

设计创新方法提供了一个参考。

1 设计创新与隐喻思维的契合：意义及其转化

设计驱动的创新基本途径就是创造一种新的产

品语言或意义，这个“意义”体现在以产品为核心的多

个特征或属性层面上，如操作方式、文化寓意和使用

情境等。而隐喻思维的基本逻辑是“意义转化”，通过

移植或嫁接的方式将某事物具有的意义赋予另一个

事物。因此，设计创新与隐喻思维在“意义”层次上具

有关联性，隐喻思维对于设计创新具有方法论意义。

创新通常都是指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才是推动

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相对而言，设计创新只不过

是对现存的产品做一下装饰和改良。这种对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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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隐喻思维的产品设计创新

Fig.1 Product design innovation based on metaphoral thinking

创新的传统的认知随着苹果产品等优秀设计的成功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设计的创新不再仅仅限于

渐进式的创新，它可以经由设计语言的生成和语意

的创造实现产品设计的突破性创新。设计不仅仅只

是提供一个物质性的产品，它也是一种沟通的方

式。产品的意义的塑造与产品的使用功能和审美功

能同等重要。因此，作为创新系统的有益组成部分，

设计创新的本质在于以创造用户体验为目的,在功能

创新的基础上通过设计语言的创新赋予产品独特的

意义。

隐喻是建立在联想和想象基础上的“意义转

换”。作为设计思维方式的隐喻，其实现的关键途径

是设计对象（目标物）和设计参考物（来源物）之间特

征的相似性匹配，主要表现在特征匹配的具体方式与

程度以及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构。构成隐喻双方的特

征及其关系结构是隐喻实现的核心，即隐喻不仅仅只

是事物之间特征（如数量）的相似性，更重要的是特征

之间相互映射的关系结构的相似性。对于产品设计

而言，隐喻思维中的特征主要是指造型特征、功能特

征和情境特征，其中造型特征包括产品形态、色彩和

材质，功能特征包括与功能相关的技术原理和操作行

为等，情境特征主要是指产品使用时的用户、产品和

环境形成的整体。基于上述描述，隐喻可以区分为三

类：造型隐喻、功能隐喻和情境隐喻。在诸多产品创

意设计中会存在不同的隐喻类别，其隐喻程度和复合

度也会有所不同。

通常，技术具有普适性。产品的设计语言具有

鲜明的社会文化特征，社会文化成为影响设计意义

生成的重要因素。如何实现社会文化因素与产品设

计 特 征 之 间 意 义 关 联 性 的 转 化 成 为 关 键 。

Karjalainen曾以诺基亚手机和沃尔沃汽车产品设计

为案例，运用语意转换法建立了产品设计特征、设计

语意诠释、产品品牌价值之间的内在关联[3]。而实际

上，隐喻作为实现设计创新的基本方法之一 [4]，其赋

予和诠释产品意义的过程并非是随机而无章可循，

其与设计思维具有共同之处[5]。依据案例分析、观察

和口语分析等方法，对工业设计专业学生的设计过

程进行了研究，概括出一个由产品设计特征获取、特

征相似性判断、特征关系结构匹配、产品设计语意生

成和产品创新设计实现五个主要阶段共同构成的设

计创新流程，见图1。

2 产品设计中的复合隐喻编码

隐喻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从

认知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所表明的就是一种隐喻思想。以身体为基

准类推和认识外在世界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

段，反映了隐喻的朴素性和具身性[6]。隐喻思维的形

成得益于人的感知运动系统的发展和对物理世界与

社会现象的经历。隐喻的这种日常性易为人们所忽

视，但它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其基本功能

就是以相对熟悉的概念或经验来理解其他对象或事

物。例如，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占据主流的图形用

户界面就是基于桌面隐喻，它将现实的物质世界映射

到了虚拟的数字世界，人们借由在物理世界的感知体

验去操纵虚拟世界的对象[7]。

隐喻这种无意识的设计思维方式时常为设计师所

采用，但是又很难予以清晰的描述。总体上，它主要来

源于3个方面：（1）日常生活中的器物文化知识，其所包

涵的使用习惯、行为特征和认知取向；（2）文化符号象

征知识，历史传承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系

统，人们通过它来交流、保存和发展对于生活的知识和

态度；（3）日常生活形态知识，特定区域人们的日常生

活方式、文化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由此，结合对于产品

造型、功能和使用情境等因素的考虑，作为设计思维的

隐喻发生和应用于产品设计可概括为8个方面：产品形

态隐喻（F）、产品材质隐喻（T）、产品色彩隐喻（C）、产品

功能隐喻（Fu）、操作行为隐喻（B）、产品寓意隐喻（M）、

产品情感隐喻（E）和使用情境隐喻（S）。

设计是一个系统的创新过程，其关联的设计层面

和要素较为复杂，因此会形成一个较为复杂的设计隐

喻编码，见图2。通常，存在于具体设计中的隐喻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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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存在的，而是多个隐喻共同存在于同一个设计的

不同层面上。如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具设计，它们

在形态结构、装饰纹样和色彩材质等方面多汲取于传

统家具设计的特征，试图以此来体现中国风格的内在

本质。产品设计创新是形态、材质和色彩等诸多因素

相互权衡的结果[8]。因此，设计隐喻的应用应当注意隐

喻之间的连贯性和统一性，而不是相互矛盾或冲突。

在一个具体的设计过程中，有的隐喻类别占主导地位，

其他隐喻起辅助性作用。例如，何镜堂院士领衔的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设计，其主要采取的是形态

隐喻（F—中国传统器物：斗拱、冠帽、礼器“鼎”等）和色

彩隐喻（C—中国红）的方式（F—C隐喻），表现“东方之

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设计主题。

3 “福禄灯”灯具设计应用

“福禄灯”灯具设计是一个探索性的课题，设计的

主要任务是寻求将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应用于现代产

品设计的基本思维方法。在课题任务下，选择了灯具

这个文化型产品作为其中的一个设计应用对象。课

题拟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如何把传统材料

工艺应用于灯具创新设计中，二是如何将传统文化寓

意赋予灯具。该设计主要是从材料选择和产品形态

塑造方面具体展开的，基于由朴素性、亲切性和时代

性 3个维度构成的材料意象空间，选择葫芦和宣纸作

为设计的主要原材料。葫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应用

比较广泛，它可以用作乐器（如葫芦笙）、生产工具（如

内模制陶）和生活器皿（如盛水瓢）等。其所形成的整

体感知为“乐”与“容”，与提供照明和营造气氛的光晕

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形态塑造和使用情境方面与灯

具具有特征相似性。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葫芦

是一种吉祥物的象征。葫芦谐音“福禄”，它的枝茎

“蔓”与“万”谐音，合之为“福禄寿”齐全，寓意吉祥。

选择附有水彩颜料的宣纸作为灯罩，取自于过去用白

纸卷为圆锥形罩在白炽灯上的生活经历，以渲染出温

馨的氛围，展现出斑驳之美。宣纸的材料属性（如半

透明性）比较适合用于通透光照，同时，作为中国传统

书法和绘画艺术用纸，宣纸也具有浓郁的艺术气息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概念创意设计思维过程中，实际上是将葫芦和

宣纸作为设计的来源物来映射目标物（福禄灯）。这

个过程涉及到多个隐喻，占据主导的是葫芦形态隐喻

（F）、福禄寓意隐喻（M）和水彩宣纸营造的情境隐喻

（S），这些隐喻类型共同塑造一个新颖的“福禄灯”产

品意象；较为不明显的是基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所形

成的功能隐喻（Fu）、行为隐喻（B）和情感隐喻（E）等隐

性隐喻[9]。正因为如此，该灯具设计依然为传统灯具

的“原型”所制约，在突破性创新程度方面有所不足，

见图3。整个设计所采取的复合隐喻编码为“F+M+S”

与“Fu+B+E”，主次隐喻前后一致，相互协调，比较完整

的实现了设计的意图。但是需要注意三个基本问题：

一是应透彻地把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灯具的方

式和习惯，形态也需从某种程度上予以引导；二是明

确灯具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关注人们的使用行

为与意义生成之间的关联性，强调意义的情境脉络；

三是除了形态和色彩，材质感（如平滑度、透明度和光

泽度等）引发的人类心理感知意象（如亲切的、典雅的

和传统的等）对设计也很重要。

4 结语

设计是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人文相互关联的一

种方式，设计驱动的创新区别于技术驱动的创新和市

场驱动的创新，它基于科技创新实现产品的社会化，

侧重设计语言的创造和设计语意的生成。在产品创

（下转第111页）

图2 复合隐喻编码

Fig.2 The style of multi-metaphor coding

图3 “福禄灯”设计

Fig.3 "Fu-lu ligh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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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形象具有独特的地域性、纪念性、民俗风格性，作为

一种地域文化符号，应该担负起旅游文化信使的重

任。纪念品的创新设计是继承与发展的过程，通过溯

源传统造物的深层文化源流，破译传统设计思维方

式，吸收现代设计思维方法，才能为创新设计与发展

新时期的旅游纪念品找准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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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设计过程中，隐喻是促生设计创新的一种重要的

设计思维方式。这里探索了基于复合隐喻的产品设

计创新方法。由于多个隐喻类别同时存在于设计的

各个层面上，因此，尚需从设计认知的角度深入探索

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基本机制，从而为设计实践提

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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