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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产品设计过程中形态信息的继承性表达。方法方法 基于用户对产品形态信息的辨识过

程，结合产品系统设计中对功能、形态、色彩、材质以及语义特征的分析理论，界定影响产品形态信息

继承性特征的诸要素，并综合设计实例进行理论验证。结论结论 为了实现产品形态信息的继承性，塑造

和维护产品、企业的形象，设计师需要从产品形态设计过程中的基本形态特征设定、色彩体系控制与

材质外在表现及注重语义准确持续传达等多个方面着手展开设计，进而保证产品形态信息继承性传

达的最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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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heritance expression of morphological information in product design process.

Methods Based on user identification process of product morphological information，combined with the product system

design theory of function，shape，color，texture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product design system，it defined the elements of

affecting the inheritance features of product morph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made the theoretical verification by actual cases.

Conclusion To realize the inheritance of product morphological information，shape and protect the image of products and

enterprises，designer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basic morphological features in the product morphological design，color

system control，materials external performance and accurate conveying of semantics etc.，to guarantee the maximum

possibilities of inheritance convey of product morphologic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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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设计过程中，产品形态信息的有效传达是

设计师工作的重点之一。这些信息不但能向消费者传

达形式美感、引导消费者的使用行为，同时还对消费者

的购买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参照认知心理学理论，人

对认知对象的识别过程是：人体各感觉器官接受对象

外显的各项特征刺激，这些刺激信息经神经传导至大

包 装 工 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第 35 卷 第24期

2014 年 12月22



第35卷 第24期

脑中枢，大脑进而根据已存储的知识经验对其进行抽

取、加工、匹配，最终作出综合知觉判断，即形成对该对

象的识别。从中可以看出，这一识别过程包含外界刺

激的物理特征输入，大脑对其进行归纳分类，从知识经

验库中提取相关信息，组合并对二者进行比对、匹配，

最终输出辨识结果等几个环节[1]。而就某产品来说，产

品的形态要素可以看作是刺激人感官的主要信息源，

用户原先所具有的与该产品相关的经验、记忆等构成

了理解其的信息语境。在设计领域，国内外学者对用

户心理的研究多集中于用户购买决策的产生机制以及

用户使用过程中的行为引导上，而对用户如何获取形

态信息并借助该类信息建立自身的形态识别体系很少

作出关注。优秀的产品设计不但为企业带来可观的市

场回报，同时还在长期策略上保证产品特质的可持续

传达及健康发展。这就要求设计师除了要对产品设计

要素有足够的掌控之外，还应在时间维度上有意识地

创造或延续某种设计风格，使不同时代的产品表现出

某种继承性的家族形态基因，从而在认知层面上给用

户创造出更佳的辨识可能性。

1 产品形态信息构成

根据认知、理解深度的不同，产品形态信息包括

形式层面、意义层面两个层级的内容。形式层面的信

息包括产品的基础形态、色彩、材质等外部形态信息；

而意义层面的信息主要指产品所表现出来的语义特

征，具体表征为理解主体对客体形态信息的深层解

读，一般指用户对产品价值及文化定位的判断及评

价。消费者对产品意义层面信息的接收与理解，是建

立在其对产品形式层面信息感知的基础上的。

1.1 产品基础形态信息

就产品设计而言，产品的基础形态主要包括3个

方面。首先是产品主体轮廓特征，指产品在不同视角

下表现出的轮廓特征，该特征会依据产品特性表现出

一个或多个可被明确识别并对受众产生较大知觉影

响的轮廓形态；其次指产品的体量表现特征，指产品

在受众知觉体系中表现出的空间占有特性；最后是产

品特定部分表现出的具有较强辨识特性的形态特征，

特指产品局部表现出的图形及体感特征。

依据完形心理学，人类在识别某一观察对象时，

一般首先感知对象的整体状况后，才会关注其细节特

征。在人的前期认知过程中，存在整体意向优先性[2]，因

此设计师在展开设计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先整体后局

部的原则，全面考虑产品整体及各基础形态特征对用

户知觉体系的影响。

1.2 颜色信息

在所有识别过程中，颜色信息都占据重要位置。

而在产品设计领域，色彩是产品形态设计体系中的核

心要素，其设计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产品被接受的可能

性。根据认知理论，不同的颜色信息会对受众产生不

同的知觉影响，这种影响相对于其他形态信息来得更

深刻、强烈。同时，色彩也是塑造产品形态特征以及

传达产品继承性信息的重要媒介[3-6]。

1.3 材质信息

材质信息指的是制作产品的原材料在人类知觉体

系下表现出的原始特征，以及由于加工工艺不同表现

出的不同特征，这些特征能够超越用户的视觉感受被

充分感知和理解。例如Apple公司推出的iMac计算

机，就利用独特的半透明材质外壳塑造了与众不同的

产品形象，加上iPhone、iPod等产品在材质及工艺上的

优秀表现，材质特征成了用户识别Apple公司旗下产品

的重要辨识点之一。由此可见，有目的地针对用户需

求及理解特点，规划好产品的质感特点，不但可以更好

地传达产品视觉特征及产品品质，还可借此建立产品

的可继承信息系统，从而为创造产品家族体系以及后

续系列化产品的市场推广提供便利。

1.4 形态语义

人类对任何事物的理解绝不是单纯的生理活动，

这一过程会受主体的教育背景、知识体系、价值观以

及对客体主观态度等多重要素影响，因此，设计师在

进行产品形态设计的过程中，除了应该赋予产品基础

形态、色彩以及材质以形式美之外，还应更加关注不

同形态设计要素所能承载的意义信息及文化内涵，即

塑造完善的产品形态语义特征[3-5]。

2 产品形态信息的继承性表达

在实际设计及生产过程中，产品形态会受生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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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市场趋势以及消费者需求等多要素影响，一般情

况下，企业会根据产品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选

择不同的产品形态设计策略。对于处于产品生命周

期初级阶段的产品，设计师能会因为不同设计要素的

综合考量，赋予产品持续并具较高识别性的形态信息

以建立该产品的基础形象；然后，为了巩固消费者认

知体系中对该产品的初期形象，设计师可以通过某种

相似的、符合认知规律的形态来加深消费者心目中的

产品形象，促成针对性的认知体系更新，进而保证产

品的无障碍辨识，这也是建立相关产品可继承性形态

信息体系的关键过程；最后，在产品进入产品生命周

期成熟阶段时，设计师可以通过对传统文化符号、设

计手法甚至加工手段的深入发掘，在当代文化语境内

赋予产品新的、可被当代人理解的文化特征，从而为

产品塑造深层次的语义信息体系，并借此推动文化层

面的产品形态信息传达[6-8]。

2.1 设定合理的产品基本形态

依据人类知觉特性，产品设计过程中产品主体轮

廓形态信息在受众的理解前期，即注意阶段发挥重要

作用，该类信息可以看作是建立产品形态继承性信息

体系的基石。当然，产品的局部特征形态对受众的理

解也有重要影响，但此类特征信息依托于主体形态存

在，大多在知觉后期发挥作用。

在产品形态设计上塑造出明确的公司产品形象，

并通过继承性表达成功创造多个产品系列的公司非诺

基亚莫属，虽然它在2013年被并购，但诺基亚鼎盛阶段

的优秀设计，仍能为现今的产品设计提供优秀的路线

指导。就手机而言，受摆放及操作方式的影响，产品的

侧视及后视特征较难被直接关注，其前视（屏幕视图）

形态特征对用户知觉初期会起较大影响。但在使用过

程中它们仍会和前视形态特征一起共同影响产品的视

觉及体量感受。诺基亚1999-2008年间面向中国市场

推出的3系列手机见图1，从中可以看出诺基亚3系列

手机形态大致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

1999-2002年，手机主要特征面为平缓大弧面，主体轮

廓特征为两侧梭型弧线。屏幕及功能操作键整体置于

盾型区域内，数字键散点布置。手机体量适中，弧线设

计便于持握与操作。在这个阶段内，不同型号手机前

视图弧面及外轮廓特征基本保持一致，屏幕区的盾形

设计也始终延续，主要的变化体现在功能键形态与布

置方式上，但其外轮廓及形态始终与盾形区域线型保

持一致。这种“统一中的变化”使其产品形象在一段时

期内得以强化。2003-2004年是3系列手机形态的过

渡期，此时手机形象基本稳固。为适应市场变化，诺基

亚尝试形态创新，手机主体轮廓线不断简化趋直，以满

足市场简洁的审美需求。屏幕及按键区进行了重新规

划，盾形特征弱化或消失，按键区的排布及按键形态也

尝试了多种变化，出现了一些非常个性化的设计。诺

基亚在这种尝试性的改变与创新中，不断寻找新的被

用户认可的形态特征。2005-2008年，诺基亚3系列在

前期摸索尝试的基础上，最终将其形态定格于规则、直

线、平面几何化的总体视觉感受。前视特征面整体呈

圆角矩形，屏幕及按键外轮廓线形态也随之调整变化，

逐渐朝轻薄方向发展。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诺基亚3系列手机在形态

的继承性表达上采取了得当策略，即短期内保持主体

特征及局部典型特征的稳定持续，利用细节变化创造

既统一又有变化的产品系列。同时，根据市场变化适

时创造新的形态特征，主动引导用户辨识。这种方式

为诺基亚产品形象的延续与产品迭代起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2.2 控制色彩与质感表现

色彩与质感是产品形态设计系统中的关键要素，

是产品形象识别的重要组成部分。差异化的质感塑

造在影响产品形态的同时，还可以使用户获得更丰富

的视觉及心理体验。色彩与质感相互依存、互相影

响，材质是色彩得以依附的载体，决定着色彩的处理

方式及最终表现效果[9-10]。反之，不同的色彩表现也直

接影响人们对材质的视觉感受。

为保证产品的识别性和延续性，产品色彩设计应

该有一定的标准与规划。首先，需与产品品牌形象相

图1 诺基亚3系列手机发展图

Fig.1 Nokia 3 series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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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要贴切表达品牌个性，以达到品牌的有效识

别。其次，利用产品主色彩的延续或利用相同的色彩

搭配方式以形成系列化产品形象。FESTOOL的产品

就是采用统一的色彩搭配来获取用户对其产品的辨

识。FESTOOL电动工具见图2，可以看出，FESTOOL

电动工具采用了企业标准色蓝灰色与绿色进行设

计，大面积沉着的灰蓝色和黑色构成了产品主体，配

以小面积清新明亮的绿色点缀，这种恒定的强对比配

色不仅有助于市场同类产品间的差异化辨识，还巧妙

地将FESTOOL多款工具产品串联起来，使产品形态得

到了延续与统一。

2.3 注重语义的准确传达

形态语义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本体层面，

二是意义层面。所谓本体层面指产品形态带给人的

直观感受，如简洁、美观、精致或其他功能属性等。意

义层面则指由产品的直观感受而引发的意义联想，如

品位、时尚、格调等文化意味或情感。意义层面的形

态语义基于本体形态产生，并通过用户的联想与想象

而得以获取和传递。产品形态信息的继承除了对形

态特征进行控制外，还需要对产品语义特征进行持

续、恰当的把握，尤其在长期的产品策略中，更需要保

持产品语义特征的一致性。比如丹麦B&O公司就通

过产品简洁利落的形态线条、无彩色运用、高反光金

属与磨砂质感的复合材料的组合对比等手法，传达出

了其现代、高品质的语义特征，见图3。

3 结语

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坚持产品形态信息的继承

性，目的是为了让消费者在市场上产生积极的产品辨

识，而辨识过程本身包含了消费者对产品的多维体

验。产品形态的延续要注重对形式特征和意象特征

两方面的综合考虑。短期内可通过形式特征的延续

与保持来强化用户记忆，让用户在多次感知产品特征

的过程中，形成对产品形态的准确辨识；长期内应注

重对语义特征的准确把握，有的放矢，规律创新，主动

引导用户辨识，更深层次地巩固和延续产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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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有必要研究网络购物形势及包装设计现状，针

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结合物流对快递包装的需求，

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通过设计创新促进包装的可持

续发展。在传统快递包装的基础上，加之以生态环保

为根本的生态包装和以社会消费心理文化为根本的

文化包装，这是包装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必然结

果，也是实现包装设计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条件，更是

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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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易撕封箱带

Fig.6 Easy tear packaging

tape

图7 易拉开封箱带

Fig.7 Easy pull open

packaging t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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