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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辨析了日用产品设计中的“平常至极”设计观。方法方法 从概念演绎和历史发展的不同方

面，研究“平常至极”设计观在日用产品设计中的具体表现。结论结论 指出“平常至极”设计观是优秀造物

传统在当代的发展，并进一步提出符合““平常至极””设计观的日用产品设计方法，使设计的本质意义

得到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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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t indicated "Super Normal" in design of daily products. Methods It explored the concrete

reflection of "Super Normal" in products,by means of the concept deduction and respective developing progress in design

history. Conclusion It indicated "Super Normal" as the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handiwork and design in contemporary

era，aiming at the conclusion of design method，which could be applicable to design daily products and restore the essence of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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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消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当下有部分产品偏

离了设计的本源，为创新而创新。设计师往往更倾向

于关心产品是否与众不同，认为平常的日用品缺乏足

够的吸引力，以致忽视生活中最常见最普通的产品的

设计价值。英国设计师贾斯珀·莫里森和深泽直人共

同提出了"Super Normal"（中文意为“平常至极”）的设

计观，并在东京Axis Gallery举办相应展览。这一理念

关注产品让生活更加美好的能力，对当前国内日用产

品设计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 “平常至极”设计观的概述

自古以来，日用产品以服务民生大众日常生活为

设计之本，蕴含实用朴素的设计智慧。它们形式上普

通平和，使用户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产品的通用和便利，

感受到设计之美。现代主义设计基于使全民享受到工

业生产的优质产品的愿景，在日用产品中强调功能主

义和理性特质，后来经过对功能至上观念的修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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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考虑人的因素，注重情感表达。但是较长一段时

间内，日用产品设计受到后现代主义的不同风格的影

响而日益复杂，有的甚至偏离了日常生活需求的原点。

作为对优秀造物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平常至极尊重

产品设计的自然演进历史及其与周围环境的联系[1]。它

指出设计应从产品的历史发展轨迹中提炼出平常性，

尊重民众长期实践检验的成果，同时应关注产品进入

环境后的影响，使设计起到关联和改善人造物环境的

作用。按照莫里森的定义：那些真正让生活变得不一

般的设计通常是那些最不引人注目的日用产品，它们

并不努力抓取人们的注意力，而一旦让这些融入生活

的产品消失，人们将无所适从，这些东西就是平常至

极。可以看到，平常至极超越了单纯功能主义或情感

设计的范畴，强调产品形象与其发展历史的联系[2]，并

希望通过设计上的改良和环境和谐使其真正成为美

好的日用之物。

从不同的视角看，平常至极设计观体现了特定的

设计思考：在产品角度上，“超级平常”是好用到感觉不

到的结果，体现为高度凝练的产品外观和体贴入微的

易用；在设计与人造物环境之间的关系上，平常至极是

设计联系环境的媒介，也是良好氛围的呈现，其平常具

有相对性；而在时间维度上，产品的务实、低调等优点，

经得起长年使用的磨砺，更能使产品植根于用户的习

惯里，成为其生活组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 “平常至极”在日用产品设计中的发展

“平常至极”设计观对造物的历史文脉和产品使用

价值的重视，长期存在于日用产品设计中。早期有德

国布劳恩公司生产的日用产品，强调造型是朴素而自

然的功能转述，而不是风格化的设计语言。比如迪特

兰姆斯的设计，其貌不扬简洁无杂，高度系统化和理性

的设计尽可能少地干扰到产品的使用过程，让操作过

程更流畅，更高效更自然[3]。受到德国的影响，瑞士设

计也具备精确、简约、用料考究、功能出色以及工艺精

湛等特点[4]，并结合国情注重产品的生活化日用化，用

户经过使用和习惯之后，能深刻体会到它的好。像库

尔特·齐默利的饼模，它贴合厨房使用的需求和情境，

通用轻便而结实省材，可谓理想的家居日用产品。

作为尊重传统的东方国家，日本的日用品设计更

注重赋予器具设计以人文情怀[5]，并体现在其美学之

中。日本设计师认为，产品在日常生活中是可长期互

动的平等角色，物品因为反复被人使用后有了灵魂而

逐渐孕育出强烈美感。像京都Sfera公司的工艺日用

器，材料色彩纹理朴素自然，文化气息浓厚，充满生活

使用的“健康之美”。同样，很多传统国产日用产品至

今依然能吸引人们的怀旧情绪，成为优良国货的历史

象征，很大程度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生活人文气息，

以及质量上的经久耐用。

随着设计的演变和交融，日用产品设计从单纯功

能易用的好设计，慢慢发展到考虑与具体生活环境的

关系，又结合用户日用的实际体验、人物交流，丰富且

深化了日用设计思想的外延，因此，平常至极的产生

不仅源于人为的总结，也是日用产品设计自然发展的

产物。

3 “平常至极”在日用产品设计中的表现

3.1 兼备通用耐用的可用性

平常至极的日用产品通用易用而且经久耐用，寓

实用于平常之中。它们能被绝大多数人无障碍地使

用，内在的设计和品质不会随时间推移而衰退。很多

时候，减少设计要素将产生更好的设计[6]，如果产品的

简单是为了剥离附着的多余要素，还原其基本的解决

方法与匹配的形式，它的通用和易用就可能得到最大

程度发挥，故而，很多简单日用产品体现的通用易用，

一部分源自产品“元造型”或产品类型化的特性。它

们提供了普遍的使用方式规范，延续了经实践证明过

的可用性。莫里森日用产品设计图1。另一部分则得

益于对产品“平常性”本质的把握，进行了人性化的设

计创新。

图1 莫里森日用产品设计

Fig.1 Morrison′s daily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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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至极的日用产品往往具备更优的耐用性。

在外观上倾向内敛和结构简单化，是使产品整体抗磨

损，能适应多样化的使用环境，并且易于维修的有效

途径之一。例如经典款REX削皮器的设计保持了产

品本身的纯粹，它去除掉握柄中可以省材的部分，不

锈钢条弯曲成的外形既宜人又牢固，即使变形也不会

影响使用。REX削皮器设计见图2。

3.2 简单自然的人物交流

认知心理学家 James J Gibson 提出过著名的

Affordance概念，指出人们首先是感知到对象所具有

的属性和可利用方式，然后才可能去感知到设计预设

的功能。所以可见的功能在人与产品交流中只是一

方面，平常至极的日用产品隐含了能被用户直觉发现

的、简单的可用性。比如用苍蝇拍打死蚊虫，通常人

们会一只脚抵住死虫子再直接撮起来扔掉，不用再设

计新的结构去夹。饭勺可自然地架在电饭煲盖上以

免弄脏，MUJI Rice Cooker见图3。这种潜在可能由人

适应产品而感知到，从而采取一些无意识的但更为有

效的操作方式。

平常至极的日用产品呈现出自然的人物交流，不

会干扰人和物提供的功能与服务间的稳定关系。器

物是共同生活在每一天的伙伴，若有自夸者出现其

中，必定会打破平和[7]。比如莫里森设计的Sedia Air

Chair，见图4，它放在家中，使用者可以充分挖掘其作

为坐具的功能。它没有外观上的情趣特征，因为从人

物关系出发营造的吸引力更加持久；它也不给予过分

的舒适来激发用户进一步需求，仅仅提供最为自然的

服务，符合人惯常的生活方式。

3.3 朴素和精致的统一

平常至极的日用产品设计通过长时间的传播和

匿名的改进，如同被流水磨圆的卵石，给人以朴素自

然的感受。并且，平常至极的产品注重以“工业化的

精致”体现设计的附加值，不使其与粗糙的原型产品

混为一谈。

“工业化的精致”能在设计上提高日用产品的层

次。它的普通平常经过了反复打磨，能够在独立状态

下看到它调和的美；当它在适当的气氛中时，又隐藏

下去归于平淡。在其中，无名和精致得到完美的统

一。以大学生宿舍的铁椅子对比巴塞尔木椅，铁椅子

是真正的“平常”，但它每人一个，毫无个性，材料搭配

和设计缺乏考究显得粗陋。而Basel Chair放在家中看

似“平常”，使用者会感受到它在居家环境中的亲和

力，逐渐发现其朴实与精致的统一，沉淀产品的美。

3.4 经久不衰的情感依存

平常至极的日用产品能通过长期使用以及经典

设计使用户产生情感依赖。以往的对设计情感化的

分析大多集中在设计的创新性、趣味性和视美学角

度，对“情感”的理解趋向于对产品即时性的兴趣激

图2 REX削皮器设计

Fig.2 REX peeler design

图3 无印良品电饭煲

Fig.3 MUJI Rice Cooker

图4 空气椅

Fig.4 Sedia Air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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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事实上，真实稳定的情感需要时间去挖掘，它们

来自人与产品持续的互动[8]。“拥有、展示及使用产品

时获得的满足感”一旦反复加深，就会在反思层次上

强化用户对产品的认同，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亲和性。

“平常至极”贯穿了传统功能主义——物质观设计、新

功能的设计观——事物观设计和体验设计观[9]，将可

用的、通用且易用的产品和充满回忆与人情味的传家

宝式的产品统一起来。另外，经典产品的影响也能培

育用户对产品的正面情感。由于平常至极的设计往

往接近完美的状态，承担了固定的生活角色或成为某

种熟知的审美、文化符号，在对经典设计的依赖下，用

户不太会见异思迁和追逐潮流。

4 基于“平常至极”的日用产品设计方法

4.1 创造排除负面因素的易用体验

实现产品最大限度的易用体验，满足自然的恰好

的人和产品互动关系，是日用产品设计的普遍原则之

一。设计平常至极的日用产品首先要持续优化产品

存在的问题，做“减法”的设计，削减其中影响易用、通

用的成分。

排除负面因素是从体验的本质出发。在设计日

用物时不一定要尝试突破，寻找更新颖巧妙的解决方

式，而往往可以着手于已经存在看起来很完美的常用

物，考虑它的设计因素是否有在产品体验角度继续发

展的可能性。设计者需以同理心的思考方式体会对

象，包括看上去“平常”但在使用过程中却存在负面因

素的产品，注重多感官的使用体验。这样的微调通常

会褪去产品棱角，将功能凝练得臻于完善，使它隐形

在产品中。

4.2 注重产品迭代与环境融和

平常至极的设计在进入环境时不会影响整体的氛

围，同时它在环境中能长期性保持氛围的统一。据此，

平常至极的日用产品改良需要反复修正和弥补现有的

设计，经过微妙调整最终走到进化的终点。设计前应

分析能代表一类物品的典型设计，归纳其精华特征，表

达出大众所期待的对该产品的描述，成为某种用户认

为是其本来面貌的东西。这样迭代磨合过后的产品，

往往能融于一般情况下的用户使用环境，但是，氛围的

说法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要使具体产品的设计符合普

通百姓生活的日常氛围，不见得须故意把造型极简化，

还应该研究产品的特质，从大量的使用经验分析环境

融入的可行性，根据人普遍的日常体会、惯常的使用场

景推导产品的设计。这样方能保证产品与使用环境不

相冲突，有助于长久的平凡使用。

4.3 建立长期的人与产品情感联系

设计平常至极的日用产品，需要以人文精神传递

日用制造中的生活艺术，结合产品外观和谐、内在可

用3个方面，来打动用户并构建人与产品长久的情感

交流。人文精神主要包括设计的品质和思想追求，它

平淡地在产品中显现人的价值，描绘出生活的哲学，

使平常的感悟变得美好和值得保留。比如著名的±0

加湿器中，产品的分模线被刻意隐藏，整体有一种诗

意的表达，却始终保持着日常的感觉。还有，作为可

用性的一部分，经久耐用是日用产品获得用户情感依

赖与长久回忆的物质基础。在设计时要考虑形态、加

工与成本的平衡，从而确保更长的产品使用寿命，在

长期使用的可靠中深化情感交流。

5 结语

“平常至极”作为一种理想的设计观念，通过使用

者的无障碍自由的使用，以及产品参与构筑和改善人

造物环境，使日用的产品从利用工具演变为生活伴

侣，切实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服务。故而，那些“极其平

常”的日用产品能很大程度地规避“轻量产品”悖论[10]

的风险，保证高利用率和更长的使用时间。在当代国

内民生设计需求旺盛、生产资源消耗巨大的情况下，

该设计观在实现良好的日常体验、真正的生活幸福和

社会可持续性上的优势，能很好地迎合以平凡精致的

产品创造大众优质生活的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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