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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产品设计的符号隐喻修辞方法进行解析。方法方法 以设计符号学及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为基

础，对产品符号概述、产品符号化过程、产品符号隐喻修辞方法的分析与应用3个方面进行研究。结论结论 通

过对产品符号隐喻修辞的分类研究，归纳出产品设计的符号显性隐喻分为显性表现自然物和显性表现人

造物两种，符号隐性隐喻分为隐性揭示功能、隐性象征文化两种，用以指导若干产品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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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analyze the symbolic metaphor rhetoric methods of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design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it researches three aspects of th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product symbol summary，
product symbolic process and product symbolic metaphor rhetoric methods. By the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through product
symbolic metaphor rhetoric，we can generalize that symbol dominant metaphor method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dominant
performance natural objects and the dominant performance artificiality and that symbol recessive metaphor method of
product design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recessive reveal function and the recessive symbol culture，which both can be used to
guide product design practice.
KEY WORDS：product symbol；metaphor rhetoric；dominant；recessive；design

收稿日期：2015-03-09

作者简介：宋文娟（1985—），女，郑州人，硕士，西南林业大学助教，主要从事设计方法学、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及符号语意方面的研究。

产品设计是研究人造物的科学，设计师不仅要聚

焦于产品的实用功能和社会功能，更要注重产品的情

感沟通与交流。埃利亚斯说过：作为人类，他不仅生

活在四维的时空中，而且还存在于第五维，即符号维

度中，符号是人们交往和认定的基本方式。符号是传

递物体功能与情感信息的手段，它是认识世界的方法

论，能够为产品设计实践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隐

喻”是一种常用的比喻修辞方法，它渗透了语言活动

的全部领域并且具有丰富的思想历程，它在现代思想

中具有空前的重要性，已经从话语修饰的边缘地位过

渡到对人类理解本身进行理解的中心地位[1]。对产品

设计的符号隐喻修辞方法进行解析，有助于探索产品

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促进产品设计中人与物的互

动交流，为创造更适宜的人类生活服务。

1 产品符号概述

纵观生活中的现象：路口的红灯表示停止，听见

喜鹊的叫声表示要有吉祥事来临，闻到玫瑰花香表示

爱情来到，盲人通过触摸盲文能够获得各种信息等。

诸如此类种种的“用前者来表示后者”的现象，通常称

前者是“符号”，后者为其“意义”。

不同的学者从哲学、传播学、语言学、心理学等角

度对符号进行了相关研究，他们将符号归纳为“意义

和含义的一种表象”，一种“被理智化的形象”[1]。人类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经过群聚的约

定俗成所构建出来的这些符号，是通过视觉、听觉、味

觉、嗅觉、触觉等感官获得的各种形象或感受，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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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群体对大自然、人类社会、人类行为的种种理解与

思考，从而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工具。概括

地说，符号就是所有能够用特定感官所感知到的具体

形象来表达思想和意义的物质实体。其中，把“具体

形象”称为符号的“能指”，即是符号的物理存在形式，

“思想和意义”称为符号的“所指”，即是符号的内涵意

义[2]。前面提到的“红灯”、“喜鹊的叫声”、“玫瑰花香”

等都是符号的能指，“停止”、“吉祥事”、“爱情”等都是

符号的“所指”。由此可以看出，符号作为一种具有表

意功能的表达手段，犹如一枚硬币正反面一样，要同

时具备其“能指”和“所指”才能发挥作用[3]。

产品设计是以人类社会文明互动行为为研究对

象，研究人造物世界的一门科学。产品伴随着人类社

会文明的发展，一直被设计成各种满足需求和传递信

息的工具。记忆和情感能够帮助人们构筑与产品交

流的桥梁，使人产生独特的体验和感受[4]。运用符号

进行表达，对产品符号进行开发利用，不仅可以传递

产品的功能信息，还有助于探索产品形式与意义之间

的关系，促进产品设计中人与物的互动交流。产品符

号包括产品的造型、色彩、材料、工艺等基本要素，这

些要素按照有序规则组合成整体来传递信息。

2 产品的符号化过程

2.1 产品符号的传达

产品符号化的实现是要通过一定的媒介的，这个

用来传递的媒介就是产品符号传达信息的要素，主要

包括信源（产品需要被传达的信息）、编码者（设计

师）、信道（产品的造型、色彩、材料，界面及其展示的

视觉造型、图像、色彩、照明和音响等形式本身）、解码

者（消费者）和信宿（信息传达的效果）5个设计要素。

如联想笔记本奥运纪念版，见图1，产品符号的信源就

是要设计一款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笔记本电脑，

编码者，即设计师接受到这个信息，将信息进行编码

后承载到具体的信道上，如漆红色的外壳，砚台般的

操作体验，电池部位翘起5°满足人机需求，将传统文

化的信息传递给解码者，即消费者。汉代漆红色与祥

云的视觉元素，触控板的磨墨体验，织锦纹的键盘触

感等信息，产品符号信息被有效传达。

产品的符号化和符号解读构成了设计意义传达

的完整过程，但通常传达过程不会一次性彻底完成，

在实际对话过程中，消费者通过态度、言语或行为反

应把其对产品的理解反馈给销售者，销售者反馈给设

计师，从而反复修改，直到信源与信宿高度一致，符号

信息才能被有效传达。

2.2 产品符号传达的意义

产品符号的本质在于意义，没有意义就没有符

号。产品符号经过传达后传递出的信息就是符号意

义层次的内容，即符号的“所指”。产品经过符号传达

要素传递出的意义有一定的范畴和效果，可以将这种

传达意义的“范畴和效果”，分为直接表达的外延义和

间接表达的内涵义。

外延义是产品符号传达出的具有物理属性、使用

功能、操作提示等基本的、明显的、客观的、确定的意

义。产品的外延义通过其造型、色彩、材料、结构等相

互作用于人的感官，从而传递产品功能信息。

符号意义“所指”除了有功能性的本义，即外延义

以外，还有它的引申意义，即内涵义[5]。内涵义是产品

符号所传达的情感联想、群体归属、历史文化等深层

的、隐含的、主观的、开放的意义。产品的内涵义要求

较外延义更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依据消费者的主观感

受和经验发生作用，更具易变性，较难理解。

3 产品符号隐喻修辞方法的分析与应用

3.1 产品符号隐喻修辞

“隐喻”一词源于希腊语"metaphora"，是以类比或

相似性为基础的一种比喻修辞手法。它是以另一种

更为明显、熟悉的观念相似性喻体符号来隐含表示本

体符号的某种观念。隐喻修辞在设计符号学中占据

了重要地位，它包含了修辞活动的一切复杂性[6]。

在语言学里，隐喻是一种常用的比喻修辞方法。

考恩曾说过：“隐喻”渗透了语言活动的全部领域并且

具有丰富的思想历程，它在现代思想中具有空前的重

要性，已经从话语修饰的边缘地位过渡到对人类理解

本身进行理解的中心地位[1]。拓展到设计学领域，它

亦然是一种能提供多元设计路径的产品创意方法。

图1 联想笔记本奥运纪念版

Fig.1 Lenovo laptop edition of the Olympic Games

92



第36卷 第16期

与语言学的隐喻比较，设计的隐喻除了有与语言学共

有的概念相似性关联外，还包括造型、色彩、材质等的

相似性关联。在产品设计中，产品符号可以称得上是

个符号集，它被隐喻修辞分解为本体符号与喻体符

号。本体符号即是产品本身，包括本体符号能指与本

体符号所指；喻体符号是用以比喻的事物，包括喻体

符号能指与喻体符号所指。产品符号集见图2。

产品符号隐喻修辞是通过将产品符号的能指，即

产品的所有形式单元，或是产品符号的所指，即产品

的内涵意义，进行相似性的类比替换，用喻体符号形

式替换产品本体符号形式，来赋予产品本体符号所没

有的意义，或是借用喻体符号意义表达产品本体符号

意义，从而表达产品本体符号无法直接传达的内涵意

义。这种设计方法的本质在于将不同范畴、多种领

域、跨界知识面的事物，进行并置、对比与寻找，利用

用户对相似事物已有的敏感经验与认知，来传达产品

本身难以传递和表达的产品功能、操作方式、身份归

属、使用情感、传统文化等意义信息。根据具体设计

中本体符号与喻体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不同交集，可

分为显性隐喻和隐性隐喻两种。

3.2 产品符号显性隐喻

显性隐喻是利用产品符号形式层面的能指具有

相似性而进行设计比喻的方法，鉴于符号表达层面的

联系，通过比较寻找产品本体符号与喻体符号之间的

关于造型、色彩、材质等形式具有相似性后，将产品本

体符号的能指与喻体符号的能指进行替换，以此赋予

产品本体符号所没有的意义。产品符号显性隐喻见

图3。具体设计案例中多数产品所传达的内涵义与外

延义没有直接关联，只是存在表达形式上的类似或使

用情境具有相关性。

3.2.1 显性表现自然物的隐喻

大自然是个有着丰富资源的宝库，千变万化的自

然植物、动物及生物能不断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产品

设计中常用的仿生设计就是模仿大自然，将各种多样

的自然形态运用于产品造型符号来传达语意。设计

师Anton Naselevets设计的大蒜灯，见图4，本体符号的

能指是吊灯的样子，喻体符号的能指是蒜头的造型。

大蒜自然清新的色泽与饱满的果实塑造出柔和的视

觉造型，但蒜头灯的照明实用的外延功能意义没有改

变，整体设计给人以亲和、新奇之感。

3.2.2 显性表现人造物的隐喻

生活中的各种人造物有赖于人类创造，同时，这

些人造物也随着时间的沉积，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定

的社会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文化或者信念的语意，反

过来就能为产品设计创意服务，赋予产品一定的意象

情境，使人产生联想，进而对产品萌生精神需求。该

种显性隐喻就是利用本体符号与喻体符号在形式结

构上具有相似性的特点，从而进行创意构思。现代珠

宝首饰设计中善用建筑物的造型，形成“指环上的王

国”、“珠宝与建筑联姻”等的设计理念。伯爵巴黎建

筑主题项链见图5，设计灵感就是源于巴黎建筑的造

型，与项链造型进行类比，充分运用了埃菲尔铁塔华

丽优雅的建筑线条，并趣味结合协和广场上的摩天轮

造型进行设计，传达出巴黎浪漫之都的形象，而项链

本体与巴黎建筑喻体之间的所指意义没有交集。

3.3 产品符号隐性隐喻

隐性隐喻是利用产品符号意义层面的所指具有

相似性而进行设计比喻的方法，是通过比较寻找产品

本体所指的外延功能意义或内涵引申意义与喻体符

号的所指具有相似性后，将喻体符号的所指对应的能

指移植给产品本体符号，借以传递出喻体符号的意

义。产品符号隐性隐喻见图6。运用隐性隐喻方法的

要点，就是能恰当地寻找到本体符号所指和喻体符号

所指的相似点。

3.3.1 隐性揭示功能的隐喻

功能性是产品的本质特点，如何趣味性、准确性

地提示操作或者揭示出产品的实用功能，传达出产品

的外延义，是符号隐性隐喻方法应用的主要方面。隐

图2 产品符号集

Fig.2 Product symbol set

图3 产品符号显性隐喻

Fig.3 Product symbol dominant

metaphor

图4 大蒜灯

Fig.4 Garlic droplight

图5 伯爵巴黎建筑主题项链

Fig.5 The count of Paris archi-

tectural theme neck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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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揭示产品功能的隐喻是基于本体符号与喻体符号

在产品功能层面上具有相似性的特点[7]。在具体设计

案例中，有些产品需要借助喻体符号所指产生的内涵

意义，才能准确地传达出本体符号无法直接表达的意

义，亦或是赋予产品本身更形象化的语言[8]。如纽约

的Jac Zagoory设计公司设计的一系列猛兽起钉器，见

图7，产品的本体符号能指是起钉器的样子，本体符号

的所指是可以起钉子的工具，喻体符号的能指是狮子

等野蛮动物的獠牙，喻体符号的所指是咬，设计明示

出产品功能，同时也增加了操作的趣味性。

3.3.2 隐性象征文化的隐喻

时代、地域与民族是构成设计文化的三要素，社

会结构、生活行为方式的变化，都会在其所使用的器

物种类、造型及图案上有所反映[9]。文化的弘扬和传

承不仅指应用文化产物本身，更深层的是对其内涵意

义进行拓展应用。“象征”是一种被理智化的形象，那

么“象征文化”就是一种应用于理性设计的途径。在

产品设计中隐喻传统文化，就要正确处理“传统”和

“创新”的关系[10]。传统是需要传承的民族精神，创新

是与时俱进，以科技手段促进发展。如奥运“祥云”火

炬的设计见图8，该设计贯穿的理念“渊源共生，和谐

共融”，本体符号能指是火炬的样子，本体符号所指是

体育精神，喻体符号能指是祥云与纸卷轴，喻体符号

所指是祥和文化与东方文明，借祥云之势传播和谐文

化，以纸卷之态传递东方精神，同时，火炬的制作也运

用了新科技与新材料。

产品设计中符号隐喻修辞的运用，能够使人们从

全新的视角认识事物和感受事物，丰富人们的物质世

界和精神世界。相比以表达形式层面为主的显性隐

喻，隐性隐喻意在拓展事物的深层意义，更具有创新

性和研究价值，能为产品设计提供多样途径[8]。

3.4 产品符号隐喻修辞方法的应用

隐喻修辞方法在产品设计中应用的重点，在于创

造性地探索出产品的本体符号与喻体符号，能准确寻

找到两者中能指与所指的相关性，从而进行深层分析

与设计。产品符号隐喻修辞设计见图9。

4 结语

产品设计的本质是构建一种未来的文化理念和

生活方式，符号视野作为探讨设计方法论的重要跨学

科理论，结合语言学领域的修辞方法，探究出有助于

进行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符号显性隐喻和隐性隐喻

两种修辞方法，进行设计案例的解析和应用，这将以

多维的视角拓展设计创新的途径，发掘设计产业的文

化价值，为进一步挖掘设计学与语言学领域的跨界研

究价值提供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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