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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材料科学与艺术设计的角度对玻璃的创意设计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了玻璃创意设计是科学与艺术结合

的产物，是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艺术设计，它使材料在应用过程中更具品质与人性化，同时结合其应用与推广实例，

分析了中国玻璃创意设计的现状与所面临的问题，指出了中国的玻璃创意设计需要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进行发展，

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自信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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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reative Design of Glass Ma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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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d the glass creative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art design，and pointed out
the glass creative design is the art design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ce and art.The glass
creative design makes the material more quality and humanized in application.It also analyz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problems of glass creative design in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examples of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It came to a
conclusion：the glass creative design of China need to develop on the basis of local culture so as to get the sustainable
confidence an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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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对玻璃材料的应用研究基本上局限于

物理、化学领域，研究成果直接与玻璃的使用功能相

关联，然而科学研究的价值还不止于此。当科学介入

到艺术设计领域并与之综合应用时，一些看似平凡的

材料便展现出超乎想象的魅力。玻璃创意设计即是

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产物，是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艺术

设计。玻璃创意设计使材料在应用过程中更具品质

与人性化。

1 玻璃材料中的“科学”与“艺术”

玻璃之所以在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是因为它具

有其他物质无法替代的属性。根据科学研究的结果

可知，玻璃是熔融、冷却、固化的非晶态固体，它由熔

体过冷所得，并因粘度逐渐增大而具有固体机械性

质。玻璃具有无规则结构，其原子不像晶体那样在空

间作长程有序的排列，而是近似液体作短程有序的排

列[1]。正因为玻璃具有不同于一般固态或液态物质的

属性，所以科学家用“物质的第四态”来形容这种化合

物的特殊自然性质。玻璃是一种可塑性很强的材料，

其热学性质是一个最能让艺术设计师感兴趣的方面，

从固态转变为液态的特有规律为艺术设计提供了无

穷的可能性。同时，玻璃的表面性质与光学性质，也

是设计师应用材料进行设计的着眼点。

目前，玻璃材料不仅仅在物理与化学实验室里被

分析检测以及研发，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也有一套

研究玻璃材料的内容与方法，其研究基础依赖于科学

实验的结果，目的是突破玻璃最为直观的应用性，挖

掘潜藏在材料中的美感，从而使科学研究的应用更具

人性化与生活品味。在当代中国，对玻璃材料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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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灯工玻璃

Fig.1 Lamp-work glass

设计还处在初级阶段，虽然发展滞后于国外，但也出

现了不少与玻璃材料相关的艺术设计行业，这些行业

推动着玻璃材料科学研究的进程，使科技与民生的关

系更为密切地关联起来。

2 玻璃创意设计中的“热工艺”与“冷工艺”

设计师在对玻璃材料进行艺术化的创作与设计

时，必须建立在对玻璃材料属性的准确把握与理解

上。违背科学规律的再创造不仅浪费原材料，也没有

实际价值。根据玻璃的物理与化学性质，玻璃的加工

工艺可以分为“热工艺”与“冷工艺”2种基本形式。所

谓“热工艺”，顾名思义，需要对玻璃进行加热而成型

的工艺，主要是利用玻璃黏度随温度改变的特性以及

表面张力与导热系数来进行；所谓“冷工艺”，则是指在

常温下，通过机械方法来改变玻璃制品的外形和表面

状态的过程，主要针对玻璃的表面性质展开研究[2]。以

下根据热工艺与冷工艺的具体内容略作列举与说明。

2.1 玻璃创意设计中的“热工艺”

玻璃热工艺的创意设计体现在包括吹制、铸造、

软化等一系列不同温控与成型技法相结合的过程与

结果中。通常，研究者通过观察与记录温度在 600 ℃

~1000 ℃以上的玻璃状态，了解玻璃材料的成型规律，

为进行艺术化的造型设计做好实验基础。最为老百

姓熟知的“灯工”玻璃，就是一种玻璃热工艺，也是民

间制作玻璃小饰品的传统手法。灯工玻璃见图 1，手

艺师傅的细长玻璃棒在火焰喷灯的高温炙烤下，渐渐

软化变形，经过师傅迅速的钳夹拉伸，一个个活灵活

现的“小玩意”应运而生。如今，随着对玻璃热工艺的

不断研究，玻璃的创意设计可以在更为科学的设备与

操作方法中得到实现。玻璃的吹制、热熔、铸造等工

艺设备，从初期的土窑发展到数控窑炉，艺术设计师

可以自如的在不同温度曲线上进行玻璃的热状态实

验，记录实验数据，进而总结出烧造不同形态的玻璃

艺术品的温控方法。热熔玻璃在户外景观中的应用，

见图 2，美国设计师约翰·吉尔伯特·鲁特利用厚度为

2.5 cm的 3 m宽玻璃板经过 600 ℃以上的高温热熔形

成波纹形长条结构，具有流动感的波纹状玻璃和水产

生了巧妙的互动，这种热熔玻璃形式也成为他设计作

品的标志之一。

玻璃设计虽然在创意构思上可以天马行空，但在

制作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科学严谨的态度，才可能诞生

真正有价值的玻璃设计精品。目前市场上较为热销

的琉璃艺术品，运用的是一种古老的玻璃铸造工艺，

因此也称为铸造玻璃艺术，这种工艺有一套严格甚至

是苛刻的制作工艺流程，其关键难点就在于窑炉温度

曲线的控制上，在烧造过程中必须经过科学的计算与

严密的考量。玻璃原料通过升温软化直至熔融，再经

过退火冷却，整个过程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周期才可

以完成。由于玻璃配方与铸造设备的不断改进，琉璃

工艺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烧造局限，无论在制作精度与

作品尺度上都取得了很大的飞跃。

2.2 玻璃创意设计中的“冷工艺”

玻璃的冷工艺不需要以热状态实验为基础，主要

根据表面性质与光学性质展开创意设计，具体的工艺

手法包括镶嵌、化学腐蚀、喷砂、切割、雕刻、彩绘、镀

膜、夹层等。玻璃镶嵌是一种古老的玻璃加工工艺，

一般与彩绘工艺结合使用，其中镶嵌彩色玻璃在欧洲

中世纪的教堂早有应用，目前在国内建筑中也渐露头

角。法国夏尔特教堂镶嵌彩绘玻璃窗，见图3，至今依

然保存得极为完整。玻璃镶嵌的难点在于，玻璃要依

据不同的图形被裁切成精准的形状，以便适合建筑结

图2 热熔玻璃

Fig.2 Fusing 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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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3]。在完全依赖手工的时代，异形玻璃的裁切费时

费力，如今在数控玻璃切割机的帮助下，裁切异型玻

璃的难题迎刃而解，使得古老的手工艺在今天得到更

多的应用。化学腐蚀是利用氢氟酸侵蚀液对玻璃表

面进行腐蚀，从而形成各种花纹图案的工艺种类。由

于腐蚀后在玻璃表面可形成十分特殊的肌理，所以酸

腐蚀玻璃是当前较为流行和时尚的工艺品种。喷砂

工艺与雕刻工艺都是常见的加工方式。喷砂工艺是

用喷砂枪或喷砂机等工具向玻璃表面喷射细石英砂

或金刚砂，以形成图案的装饰方法，见图4。喷砂后的

玻璃呈现不透明或半透明的毛面，有一种朦胧的美

感，而且通过喷砂强度的变化，可以产生浮雕般的效

果，随着光线的变化会形成更为丰富的层次效果和光

影效果[4]。切割与雕刻玻璃工艺属于传统工艺，一般

结合应用。“施华洛世奇”见图 5，就是以纯净、独特的

切割工艺而著称，造型的细小切面细腻平整，切面转

折处过渡自然而又明晰，完美细致的切割工艺成就了

该品牌在水晶制品中的卓著地位。现代玻璃的切割、

雕刻工艺范围很广，包括凹雕、浮雕、透雕等形式，随着

机械加工技术的发展，还出现了等离子喷涂、激光雕刻

等工艺形式。夹层玻璃是一种性能优良的安全玻璃，

它是由两片或多片玻璃用透明的聚乙烯醇缩丁醛胶片

牢固粘合而成。科学技术的提高为艺术形式的创新开

辟了途径，设计师在玻璃片中间夹置各种纤维材料、金

属材料，经过加温压合而形成的夹层玻璃新颖而又极

具观赏性，同时，玻璃和中间层的牢固结合，使其具有

良好的抗冲击性能和破碎时的安全性能[5]。

总之，玻璃的创意设计以材料学研究为基础，设

计者经过不断的实验与总结，探索各种工艺的特点，

并针对设计目标不断寻找各种工艺之间的联系与最

佳的组合方法，进而设计出既满足使用功能又提升大

众审美品位的设计作品。

3 玻璃创意设计的应用与推广

玻璃的设计应用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科技的

进步在不断推动玻璃材料研究的同时，为艺术设计提

供了新的思路与发展空间，玻璃材料的创意设计进入

了全新、快速、多元的发展阶段，服务于建筑业、日用

品业、装饰品业等众多与人们生活密切关联的行业，

成为了新的时尚。在中国，玻璃的制造工艺可以追溯

至 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然而因历史文化、审美习

惯与材料技术等原因，一直没有成为国家工艺设计的

主流，因此直到近现代，玻璃艺术设计水平整体上较

为薄弱，与国外很多国家差距较大[6]。如何将玻璃的

研发、设计、生产、消费形成有效价值链，是玻璃材料

能否最大限度发挥其优势的关键。

玻璃在建筑环境中基本以平面的形态呈现，其使

用多样、复杂、富于变化，在工业生产中被称为平板玻

璃。20世纪末，国内建筑玻璃的应用形式与使用范围

还处于十分狭窄的状态，玻璃工艺技术的开发，基本

上以满足人们居室生活用途为主，以门窗玻璃为主要

形式，样式单调，缺乏创意设计。进入21世纪，随着平

板玻璃在工艺技术上的进步以及大众消费观念的改

变与审美意识的提高，平板玻璃具有了更大的适应

图3 夏尔特教堂镶嵌玻璃

Fig.3 Chattres Cathedral stained glass

图4 喷砂玻璃

Fig.4 Sandblasting glass

图5 施华洛世奇水晶制品

Fig.5 Swarovski cry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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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拓展空间、调节光线与色彩、装饰墙体与壁面

等。很多艺术家或设计师注意到了玻璃材料的独特

性，设计制作出各种样式和风格的玻璃移门、玻璃窗、

玻璃吊顶、玻璃隔断等，并结合空间特点使其在不同

的设计理念下呈现出迥异的风格，打破了千篇一律的

建筑与环境样式，迎合了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经过创

意设计过的平板玻璃，见图6，在实现了建筑采光的用

途外，更使室内的光线与色彩随着太阳位置的改变而

发生其妙的变换，同时又对建筑环境起到了装饰作用。

玻璃器是较为人们所喜爱的日用品，主要以吹制

为成型工艺。长期以来，国内对玻璃日用制品的消费

处于较低水平，这和国家文化与历史习惯有关，因而

中国很多玻璃吹制厂主要以制作外单、加工出口为

主。国内所见到的高端玻璃制品，多为进口，普通日

用器的种类和形态缺乏丰富性与设计美感，因而需求

量不高。随着生活品质与设计水平的提高，玻璃花

瓶、玻璃餐具等具有创意的日用品进入了市场，晶莹、

绚丽的玻璃器不仅为生活实用提供了选择，也成为了

极具观赏性的艺术品，因而备受人们的青睐。

玻璃装饰品的发展与人们的审美追求密不可分。

近年来，玻璃装饰品成为人们追求时尚与品质的新

宠。玻璃的首饰、摆件、礼品、纪念品色彩纷呈，种类繁

多，工艺手法多样。一些中国玻璃艺术品牌，如“琉璃

工房”，因其特殊的文化底蕴与烧造工艺，在中国高端

饰品市场已可与进口品牌“施华洛世奇”比肩[7]。杨慧

珊“澄明之悟”系列作品中的一件，见图7，运用的就是

铸造玻璃工艺，用玻璃的材质来表现花瓣的自然形

态，其烧造工艺的繁复与难度，从每片花瓣的弯曲形

态上可见一斑。

随着科学家、设计师对玻璃材料的深入研究，玻

璃创意设计蕴藏着无限的潜力和可能性，将成为新的

时尚热点。科学技术在设计原理、材料工艺、生产制

作等方面的创新，为人类表达内心的情感与欲求提供

了新的方式，从而带动了时尚的巨大突破。因此，玻

璃艺术所形成的时尚，是科学技术带动下的创意设计

时尚。正如英国设计师克里斯·莱夫特瑞所理解的：

“能够带给我们创新、丰富我们的文化或是充实我们

自身的，并不是新材料的发现，而是科学家、设计者、

手工匠和建筑师解读新材料、找到新用途和加工方法

来转换它们的过程[8]”。近些年来，国内已出现了很多

与玻璃艺术设计相关的产业，很多经过艺术创意后的

玻璃制品，升值空间很大，一部分品牌甚至进入了国

际市场；同时，很多美术高校也将玻璃艺术设计纳入

了学科建设中，将科学研究理论与艺术实践有效联系

起来。人们对玻璃的认识正逐步突破固有思维的限

定，在城市环境、家居装饰等领域，已经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玻璃材料工艺与创意设计结合的成功案例。

4 结语

目前，国内的玻璃创意设计较之西方还处于初级

阶段，大众认知度低，这一方面由于国内玻璃艺术设

计起步较晚，没有形成较多成熟的玻璃设计团队与企

业，创意设计的成功案例不多；另一方面，玻璃创意设

计的发展没有形成适合于本国的产业体系，以仿制外

单为主，没有精神内涵，缺少文化认同。因此，中国的

玻璃创意设计需要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进行发展，才

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自信与动力。近年来，国内很多

设计师与研究人员逐渐参与到玻璃创意设计的领域

中，很多艺术类院校也开展了玻璃艺术设计的相关课

程，这为中国玻璃创意设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下转第74页）

图6 平板玻璃的创意设计

Fig.6 The plate glass design

图7 杨慧珊琉璃作品

Fig.7 The work of Yang Hui-shan

迟瑞丰，姜佳秀

（长春工业大学 长春 130012）

摘要：从现代灯具设计不仅要能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更应该满足用户的情感需要出发,论述了情感化设计是灯具

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现代灯具设计的情感化表达方法。从造型、色彩、材质、使用方法4个方

面对灯具的情感化设计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通过不同实例分析了这4个因素对用户情感产生的变化。

关键词：灯具设计；情感化设计；灯具造型；灯具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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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montional Expression in Modern Lamps Designt
CHI Rui-feng，JIANG Jia-xiu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Modern lighting design should not only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user，but also meet the emotional needs

of the user.It discussed emotional design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ighting design，from different angles of shape，

color，texture，use methods discussed emotional design of modern lighting.Based on this，it analyzed by different

instances of the changes produced by these four factors of user emotion.

Key words：lighting design；emotional design；lighting design；lighting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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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同时，国内不少玻璃设计品牌逐渐成熟并进入

到国际市场，为中国玻璃创意产业的复兴和国际化发

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因此可以推断，中国玻璃创意

设计之路虽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但蕴藏着无限能量

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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