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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极简主义在日常用品设计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从极简主义的产生背景和具体表现，探

究极简主义日常用品设计的本质。结论结论 极简主义设计是体现产品易用性、通用性以及实现产品物用

价值的方法之一，还阐述了极简主义设计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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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studies application of the minimalism in daily necessities design. From the background and specific perfor⁃
mance of minimalism，it researches the nature of the daily necessities design for minimalist. The minimalist design is the em⁃
bodiment of product usability，versatilit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products use value，and it further points ou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inimalis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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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重要流派之

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极简主义由美学领域开

始介入产品设计中，并逐渐影响了产品设计的审美意

识形态。极简主义追求一种简单至极的美学境界，日

本设计师深泽直人是极简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许多

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极简主义韵味。

1 极简主义产生的背景

随着物质产品的丰富，社会逐步进入消费时代，

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消费主义是从20世

纪30年代起，在商业主义设计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

过度趋利而出现的过度消费现象[1]。在消费为主导的

大背景下，企业也越来越重视设计。企业所推崇的设

计逐渐演化为一种刺激消费的手段，并不断用新的设

计淘汰旧的设计，形成所谓的快餐文化。为了刺激消

费，企业不断推陈出新，用“创新”满足用户对新造型、

新形式、新材质等的期待，并赋予它所谓的时尚、潮

流，鼓励消费。然而，重新审视这些设计，会发现它正

走向一个极端，它的“创新”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国内

的许多企业，特别是一般的中小企业，其工业产品设

计创新都是通过感觉和经验来实现的，综合了设计

师、相关人员的感觉和经验[2]。

2 极简主义设计理念的内涵

极简主义设计将各种符号、元素等进行归纳与整

理，并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简化，最终呈现出简约的设计

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对造型、材质、色彩等元

素进行有序组合，以符号化的方式呈现在用户面前，以

独特的设计语言面对用户。从设计心理学的角度分

析，用户首先接受的是产品的界面信息，简洁有序的设

计语言是用户最能接受的。由此可见，极简主义设计

理念的诞生与用户的心理是有联系的，它用最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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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将产品的信息传达给用户，并互相促进。

2.1 极简的意境

意境是传统中国美学的一个范畴，是情景交融的

一种境界，也是艺术家追求的理想境界。简约的审美

意境可以诱发人们的想象空间，它是在不歪曲事物本

质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更具意味的美。简约不是简

单，简约是一种抽象的美，充满了创造性。在精神功

利性的前提下，某些时候往往可以假借精神手段摆脱

客观必然性的束缚，同时也催生出了更多的意象造型

空间[3]。极简主义设计也一样，它强调意象造型空间，

强调应抓住设计的本质，以少胜多，体现虚实美。极

简主义设计中的简约美以及注重留白的虚实美，是一

种创新的设计，是设计师对设计理念的简约表达，更

体现出一种智慧的美感。这种智慧美，既体现在设计

师和设计本身，也体现在拥有设计的用户。极简主义

的这种美学诉求与中国传统美学所追求的意境美有

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强调形而上的境界，极简主义

提倡的整洁与优雅本身就体现出一种意境之美，这充

分说明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极简主义强调的虚实

美、智慧美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深邃的意境之

美，为用户所喜爱。

2.2 极简的功能

产品首先应当直接反映它的使用功能，并传递出

一种美的信息，被用户所接受。当产品充分实现这些

预定功能时，用户就能从中得到解放，并从产品的使用

中获得美感，即功能美。极简主义设计的功能美，是以

材料、结构、工艺、造型等元素组成的，以功用为基础，

和与之相适应的产品形态共同形成的审美感受。

本质上，艺术作为精神生产着力于反映人的心理

感受和审美体验，而技术作为物质生产手段则着重于

强调其物质效用的实现[4]。技术美体现在产品的功能

性表现中，在生产和实用过程中都能够体现这种直观

性。技术美以功能性为前提，适用性是产品的功能性

价值，并依照其使用目的发挥作用，共同体现出产品

的功能美和技术美。

2.3 极简的技术

20世纪是一个“设计主导”的时代，包豪斯在技术

美方面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包豪斯反对艺术家纯粹

以个人感受为出发点的创作原则，提倡在科学、理性

的共同方式下，以标准化、统一化为设计准则，追求技

术美。包豪斯主张产品的技术美应来源于实用、经

济、美观3个方面，产品的形态应由功能决定。极简的

技术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极简的科技。随着科技的变革，大量新材料比

如合金、晶体管、微电子等的应用，使得新的科技产品

得到极大的丰富，如计算机、智能手机、甚至家用机器

人等。这些新产品的产生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

大大提高了生活的品质，给用户提供了全新的审美体

验。这些凝聚了设计师智慧与情感的科技产品，共同

组成了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审美感受，即科技美。

2）极简的工艺和材料。工艺和材料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产品的使用功能，并且作为产品审美的一部

分，是技术美的有益补充。而在人类演化的几十万年

间，人对于自然界的土、木、金、石等材料早已具备一

种本能性的认识，例如木材的温暖、金属的坚冷、石材

的硬固等[5]。在市场多元化的今天，无论是对于设计

理念还是工艺创新，用户的要求都越来越高[6]，优秀的

设计师往往擅长处理产品的工艺，使得产品体现出某

种形式的技术美，并丰富产品的整体审美内涵。

2.4 极简的物用价值

极简主义的设计理念应进一步强调物用价值，即

产品的易用性和通用性。设计师应避免走入所谓的

“风格”的误区，极简主义的设计并不是一种设计风

格，它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在解决产品的使用

功能及人机交互等方面的问题时，极简主义的日常产

品设计应运而生。它的产生，得益于设计师对日常用

品功能的把握，即产品的物用价值始终是第一位的。

极简主义的日常用品设计应及早远离消费主义的影

响，追寻产品的使用价值。

2.5 极简的设计

消费社会中，设计陷入了为消费而设计的误区，

产品的创新变得肤浅，缺乏实质性的变革。极简主义

的设计理念强调回归设计的本源，并重新对设计进行

全方位的认知[7]。从本质上说，设计的本源应是解决

人们生活中的问题，提升生活质量，让用户从繁复的

事物中解放出来。只有正确理解设计的本质，才能让

设计始终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3 极简主义设计理念在日常用品设计中的表现

3.1 实用性

极简主义的日常用品设计在使用时非常方便，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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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目了然，通用性极强。通常情况下，不必要的设计

元素的减少，设计的本来面目得到还原，产品的通用性

和易用性就显得更直观，这种直达设计本质的设计理

念就是极简主义所提倡的。很多极简主义日常用品的

设计体现了产品的功能，突出了产品的通用性和易用

性，产品经久不衰，并且深得用户的喜爱。例如REX削

皮器的设计，见图1（图片1-4均摘自百度），去除了握

柄中多余的部分，不锈钢材料的使用不但让削皮器看

起来十分牢固，而且其造型也显得简洁大方，REX削皮

器的耐用性很强，即使变形也不会影响用户的使用。

再如无印良品饭勺的设计，见图2，以极简单的形式实

现了功能的最优化，受到了用户的喜爱。

3.2 极简的人机交流环境

极简主义的日常用品设计通常在人机交流环境

方面非常简洁，用户可以无障碍地进行使用。人机交

互环境是人与产品交流的重要渠道，它的通畅与否，

往往决定了产品的易用性，也直接关系到用户对产品

的满意程度。认知心理学家James Gibson提出的功能

可见性概念指出，用户首先感受到的是产品所具有的

功能性，然后才去感知设计的存在。设计在其中似乎

是若有若无的，用户与产品是一种自然而直接的交

流，并且带给用户非常舒适的感受。

3.3 简单与精致的统一

极简主义通过长年累月的洗涤，表现出一种平常

至极的朴实。然而，正是在这种朴实中，体现了设计

的精巧。极简主义并不是单纯的简化，它是将设计以

悄无声息的方式融入产品，并最终实现产品的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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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设计的“减法”，削减其中影响易用、通用的

成分[8]。日常用品以工业化大生产的方式走入千家万

户，却并没有表现出粗糙的质感，这得益于设计师的

用心。看似简单的日常用品，由于体现了通用性和易

用性，并表现出一种工业美感，因此它实现了简单与

精致的统一。简单的只是日常用品的外在，其内涵却

是精致的。

3.4 情感依赖

极简主义的日常用品由于具备极强的通用性及

耐用性，其设计会使用户产生情感依赖。在长期的使

用过程中，用户关注的通用性及耐用性得到满足，并

转换为某种程度的审美感受，长此以往，会产生情感

依赖。情感体验是用感性带动心理的体验活动，是体

验中的重要纽带，在产品设计创意的决策考量中有重

要意义[9]。这种情感依赖，大大超出了用户对造型、色

彩等的审美体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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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由于极

简主义的日常用品设计通常表现为用户所熟悉的审

美符号，并将其演绎为经典设计，用户会产生极强的

依赖性，从而不太追求甚至拒绝所谓的时髦。如无印

良品储物罐和电水壶的设计，见图3-4。

4 结语

极简主义的内涵包括极简的意境、极简的功能、

极简的技术等方面。极简主义的日常用品设计，从产

品的实用性出发，强调产品的通用性与耐用性，并给

用户提供简洁、高效的人机交流环境，实现产品的物

用价值。极简主义是简单与精致的统一，并让用户产

生某种情感依赖。极简主义的设计符合当下人们的

生活方式，其接受的范围会越来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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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人愉悦的视觉享受。这样的转变可以说是一种

人性化的回归，这也使标志设计的延展性得到了更好

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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