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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仿生设计在紫砂茶具设计中的应用方法。方法方法 从造型仿生、肌理仿生、色彩仿生这

几个方面研究仿生设计在紫砂茶具中的应用，结合案例进行详细说明，指出各个类型的仿生设计在紫

砂茶具中的应用方法。结论结论 仿生设计在紫砂茶具中的应用增加了紫砂茶具的趣味性和装饰性，丰富

了紫砂茶具的形态，仿生设计在紫砂茶具中的应用指引着紫砂茶具设计的方法，为人类开启了向大自

然学习的新道路，创造出更多情趣化、符合现代人审美观念的紫砂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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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applications methods of bionics design in redware teapot. Methods It

expounded the application of bionics design such as modeling bionics,texture bionics and color bionics in redware teapot，

describe in detail with examples and pointed out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of bionics design of each type in redware teapot.

Conclusion Applications of bionics design in the redware teapot can increase interest and ornament of redware teapots，

enrich the form of redware teapot.Application of bionics design in the redware teapot shows the method of redware teapot

design, opens a new road of learning from nature for human beings，and creates more redware teapots which are interesting

and conform to the modern aesthetic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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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创造是人类向自然界不断学习、不断探索其

本能力量的行为。人们以自然生物为创造源泉，将生

物科学、技术、方法应用到人工造物上，不仅增加了人

与物、人与自然、物与自然的亲近感，实现了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还增加了产品的趣味性，丰富了产品的

造型，完善了产品的功能[1-2]。在工业革命带来物质文

明的同时，机器生产的单调、枯燥、乏味，环境污染，生

态破坏等弊端也随之而来，如今人们向往远离城市回

归自然、亲近自然，以追求内心的平静、自然怡人的生

活，来满足精神的需求[3]。自然生态仿生设计是超越

功能使用因素的精神创造，是当代社会的精神诉求。

产品仿生设计主要研究产品的功能仿生、形态仿生、

结构仿生、色彩仿生、肌理仿生等内容[4-5]，紫砂茶具作

为日用产品主要从形态仿生、色彩仿生、肌理仿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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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方面将仿生设计应用于设计之中。仿生主题的元

素多种多样，创作手法多种多样，可使用写实、抽象、

夸张、变形等多种方式来表现，通过仿生元素达到紫

砂茶具所需的表现力。

1 造型仿生设计应用

造型仿生设计是指在产品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将

仿生对象的形态特征，经过简化、抽象、夸张等设计手

法应用到产品外观设计中去，使产品外观和仿生对象

产生某种呼应和关联性，最终达到设计师的设计目的[6]。

紫砂茶具的造型其实是整体气势的表达，形成有张力

的一定象征意义上的轮廓。仿生元素的介入需把握

整体的轮廓与局部细节，仿生设计给紫砂茶具设计增

光添彩，准确清晰的再现主题。造型仿生使紫砂茶具

造型美观、可爱、亲和力强，在紫砂茶具设计中的应用

很广泛，主要有整体造型仿生和局部造型仿生。

整体造型仿生的紫砂茶具，其造型形体多取材于

动物、植物的自然形态，将自然界中动植物的形状，运

用于紫砂茶具的整体创作中。值得注意的是仿生设

计源于自然，却不是简单的照抄自然，而是设计师发

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运用仿生设计理论知识，对

大自然进行提炼、扩展、升华，并与紫砂茶具设计相融

合，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仿生设计[7]。仿生设计的关键

在于理解、体会原生物体系统原理的实质，才能将自

然的优势被人类所利用，造福人类。设计师通过仿生

元素在紫砂茶具整体造型中的运用来表达自己的设

计理念，提取被仿生的动、植物形态的特点，经过升

华，自然地融合于紫砂茶具造型之中，将紫砂茶具的

各个组成部件的造型进行变化，使紫砂茶具具有仿生

形态的特点，从而体现设计师的意图。

鸳鸯壶见图1[8]，取材于鸳鸯之形，将鸳鸯的形态

进行提炼，变化后形成紫砂壶的造型，神形兼具，壶体

圆润如同鸳鸯之形，壶流犹如鸳鸯之嘴，壶把向上如

鸳鸯之尾，壶盖采用压盖结构，犹如向人们微笑的鸳

鸯，整体造型轻松、活泼、可爱，让人爱不释手。众所

周知，鸳鸯是爱情的象征，这把鸳鸯壶可以很好地传

递情侣之间的情意，设计师通过选择典型象征物来表

达设计所要传达的信息。

局部造型仿生的紫砂茶具，是在表面光滑没有装

饰的紫砂壶的身筒上，选择恰当的部位，把要仿生的

对象适当变化后用浮雕、半圆雕或透雕等形式附贴上

去，并把这种形象的合理部位捏塑为壶嘴、把和钮，符

合功能合理、视觉美观、感觉舒适和实用的原则。

梅花提梁壶见图2，壶身是扁圆形，光洁而莹润，设

计师通过局部造型仿生的方式将梅树枝干提炼成壶的

把手，而梅稍贴于壶身，枝稍新梅绽开，朵朵饱满，壶嘴

是一枝梅干，与提梁相呼应。梅花的雕塑，形神兼备，

一朵朵绽开的梅花，体现出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

人以立志奋发的激励，梅花在壶中的应用使该壶不仅

造型美观，还将生命的象征赋予在此壶之中，使其具有

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青狮壶见图3，将壶钮进行局部仿

生，以青狮形象为壶钮，雄姿焕发，以紫褐中泛青的调

砂泥为原料制作而成，壶体为长方款式，敦古有力，肩

方挺秀，聚合于壶盖中心，整体透出灵气。

2 肌理仿生设计应用

天然的石材、植物的茎叶、动物的皮毛等，这些都

是自然材料的表面肌理，将不同材料的肌理运用于产

品设计中，使设计的产品具有自然对象的纹理特征，

可以更好地表达出产品的自然、温和、亲切的感觉[9]。

肌理仿生设计就是通过模仿原来材料的质感、组织结

构、纹理特征来传递产品要表现的与被仿生对象相关

联的信息，从而传达出设计师的设计意图。利用紫砂

图1 鸳鸯壶

Fig.1 The mandarin duck teapot

图2 梅花提梁壶

Fig.2 The plum blossom

teapot loop-handled

图3 青狮壶

Fig.3 The green lion tea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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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胎的材质结构肌理和表面肌理变化，可以使肌理仿

生设计这一理念应用于紫砂茶具设计中，通过调砂、

铺砂、表面材质质感、绞泥这4种方法增加紫砂材质的

肌理装饰效果。调砂是在紫砂泥里掺入适量颗粒状

的缸砂或烧废的紫砂陶片敲碎加工，从而产生梨皮、

鲨鱼皮、满天星的肌理效果；铺砂是将缸砂或紫砂泥

矿砂撒于紫砂泥片表面，再敲打压平，达到所需的肌

理效果；表面材质质感是将紫砂进行精工细作，可堆

可削，加减适宜，从而仿制其他材质表面质感；绞泥是

利用不同颜色的泥料绞结起来，形成木纹、石纹等自

然纹理。

金钱豹壶见图4，通过将紫砂泥进行精细加工，仿

制金钱豹的表面质感，运用色块对比与调和的方法，

表现了金钱豹的纹理特征，即使该造型不是金钱豹，

也能使人联想到金钱豹的特性，从而接收到该壶所要

传达的信息。通过对金钱豹的肌理仿生，使得该壶动

中有静，静中有动，并具备了敏锐、矫健的特点。供春

壶见图5，由紫砂团泥制成，呈黄褐色，仿生树瘿的肌

理效果，壶盖为瓜蒂形，壶把于中段分开犹如树根，造

型古拙，幽野风雅。

3 色彩仿生设计应用

产品的色彩仿生设计是从大自然丰富多彩的色彩

和色彩搭配中，吸取大自然色彩的优点，寻找大自然色

彩的特定功能和形式规律，并将其运用于产品的色彩

设计中，使产品色彩既适应产品功能，又能增加其美

感。色彩仿生设计在紫砂茶具设计中的应用，使人们

在饮茶时满足其情感需求，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带来积

极影响。紫砂泥主要选用紫泥、绿泥、红泥3种基泥，可

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根据需要相互配比掺和使用，随配

比、烧成温度、烧成气氛的变化，达到各种不同的色彩

和效果。设计师可以将用来被仿生的物体的颜色特点

进行提取，运用于紫砂茶具的色彩配色中，根据被仿生

物体的象征意义，使紫砂茶具表达相同的意义，以此来

完成设计师的设计想法。

荷叶蛙声壶见图6[10]，此壶用墨绿泥烧制成型，色

泽青中泛蓝，仿生大自然中荷叶的颜色，给人清风徐

徐、碧波荡漾、荷香扑鼻的清新宜人之感，仿佛身处大

自然之中，借以缓解工作生活带来的疲劳感，放松心

情，享受大自然给予的精神满足。此壶通过色彩仿生

向使用者传递了轻松宜人的自然之风。白藕酒壶见

图7，以色彩仿生的形式提取白藕色彩的特点，整壶以

米黄色调为主，由本山绿泥为制作主体，运用着色点

彩、粉饰洗染等技巧，使其色泽和表面纹理达到被仿

生物的效果，给人以明快、清新的艺术感受。

4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生活节奏的加

快，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厌倦了城市的喧嚣

和车水马龙，开始追求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而仿生

设计作为如今流行的、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新型设计

思维、设计方法，可以使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就可以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仿生设计在紫砂壶

创作中的运用，增加了紫砂壶的观赏性、亲和性、淳朴

性，丰富了紫砂茶具的形态，为紫砂茶具造型领域拓

宽了道路，同时可以满足现代人回归自然的精神需

求。设计师应在探索自然、理解自然的前提下，将仿

生的理念运用于紫砂茶具设计中，为人们提供舒适、

满意的生活，更好地服务于人的需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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