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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针对现代陶瓷酒瓶案例进行设计分析，挖掘酒瓶设计中所蕴含的精神或心理、情感态度

或某种认知的关系。方法方法 对陶瓷酒瓶设计中的隐喻表现形式进行分析，通过实例系统地阐述现代陶

瓷酒瓶设计的文化隐喻特征。结论结论 产品的隐喻基本取决于人的生理和心理的交互作用，设计师需关

注各设计要素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形态与精神文化内涵的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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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n view of the modern ceramic bottle case for design analysis，explore the bottle design which con⁃
tains spiritual or psychological，emotional attitude or some kind of cognitive relations.Method：Analyzed the metaphor in the
design of ceramic bottle，and elaborated the cultural metaphor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eramic bottle design through some
examples system.Conclusion The metaphor of product is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of human′s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
designer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ous design elements，properly handle the connotation of
form and spiri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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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的司马彪注《庄子》云：“造物谓道也。”人们

通过造物活动来传达文化观念[1]。隐喻是借用造物形

态来传达文化内涵，它是创造形态的“道”，人类设计

活动就是物化某种隐喻观念，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设

计思路与设计方法已经深入地影响到了设计领域。

陶瓷酒瓶是酒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现代陶瓷酒

瓶的设计中不能仅仅关注其外在的作为容器的功能

属性，更重要的是要挖掘其所蕴含的文化隐喻特征。

现代陶瓷酒瓶具有工业产品的基本属性，其设计的文

化隐喻特征主要体现在造型美学层面、装饰纹样的象

征寓意、材料工艺特点和设计文化思想层面。

1 形式的隐喻情感

隐喻可以分为基于形式类似的隐喻和基于意义

类似的隐喻[2]。将隐喻设计融入产品中，可以明确传

达产品的功能语意。中国人历来对生活器具的品质

要求很高，讲究“美食美器”，人们品酒对酒具的精美

程度、使用舒适程度要求很高，而且非常重视酒具所

能传达的文化意蕴。

酒瓶的美观程度，要遵循形态美的构成规律，酒

瓶的设计要符合形式美的要素，即点、线、面、体、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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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统一协调，酒瓶设计要坚持功能和形式的互动关

系。设计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创新活动，以实现实用性

和文化性的完美结合。陶瓷酒瓶设计的造型隐喻主

要从以下3个方面为出发点：

1） 造型暗喻功能。设计师可以通过隐喻来传达

产品的功能，使用户在认知上更加明确。许多经典的

陶瓷酒瓶设计采用了几何元素，通过组合演绎演变成

丰富的综合形态，这些形态线条简洁、流畅，变化丰富，

具有独特的美感和气韵。设计师将基本几何形态通过

一定的设计构成形式对酒瓶造型进行反复推敲，在保

证容器存储功能的前提下产生丰富的造型形式，形成

鲜明的功能美。如国藏汾酒的一款酒瓶设计就体现了

这一点，见图1，其造型饱满圆润，精致的裂纹釉瓷质和

线条的舒缓变化，营造出高贵精细的品质性格。使用

中国传统酒坛的造型，可以保证最小的体积储存足够

分量的酒，降低储存空间，在运输和包装中可以降低成

本。瓶盖使用美妙曲线组合，搭配整个瓶子的风格走

势。瓶口处为了呼应瓶盖同样留有外凸，这样不仅有

造型的考虑，同样也适合手提。瓶颈与瓶体的结合过

渡与底座形成呼应，造型连贯。底座外凸有力于瓶体

的稳固性，一条圆环增加了生动的装饰性，视觉上不会

觉得单调。

2） 形态提示操作。设计师通过隐喻的设计手法

提示产品的使用方式，即隐喻提示功能，通过视觉元

素传达一定的象征意义信息，并引导操作方式。设计

师从世间万物中寻找最精练的形式，在吸取自然精华

的情况下抽象具象形式为我所用。同时事物的结构

构成形式也是设计形式的重要借鉴资源。借用自然

界事物之间的有益关系，将事物的形式和功能演化为

具有生活功用的酒瓶设计，并赋予其一定的文化隐

喻。例如，考虑在实用功能基础上的操作形式借用，

采用了诸如葫芦、动物等自然形态，以此为原型展开

语意设计，通过造型提示酒瓶的开启方式、抓握方式

等功能。葫芦造型的茅台酒瓶见图2，将酒杯与壶盖

相互结合，酒杯在整体造型上既是充当壶盖角色，又

可单独使用，增加了产品的附加价值，为自饮自酌提

供方便。同时酒杯与酒壶皆以葫芦为原型进行仿生

设计，作了收腰处理，文字构成的腰线优美流畅，两者

在造型上高度统一，丝毫没有突兀之感。腰线位置指

示出人手把握的角度，起到语意传达的作用。剑南春

酒瓶见图3，为剑南春“壶中岁月”酒瓶设计，壶口的设

计打破了左右对称的造型，是对古老酒器造型文化继

承发扬的结果，此造型不仅使酒壶轻盈优雅，同时对

斟酒这一进行了引导，有利于产品使用语意的传达，

使用时酒从壶口缓缓流出，如同潺潺流水，体现东方

人含蓄内敛的价值观。

3）形态寓意传达情感。设计师可以通过隐喻来

传达情感，使普通的酒容器变得亲切、可爱和有趣味

性，使陶瓷酒瓶成为一个情感的载体，具有人文情感

特征。恰当的运用隐喻传达情感能为日常生活提供

情趣并能使用户对产品产生认同感。中国拥有深厚

的传统文化底蕴，传统的工艺美术也有着精湛的技艺

和独特的风格。国内白酒生产企业和酒瓶制造厂家

联合挖掘传统文化宝藏，将其转化到酒瓶的造型设计

中来，推出许多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酒瓶造型，让消

费者饮酒的同时，感受到深厚悠远的酒文化。采用了

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意味的造型元素，经过设计演绎和

改良，对形式加以抽象化提炼，在保证酒瓶的容器功

图2 葫芦造型的茅台酒瓶

Fig.2 Maotan gourd modeling bottle

图3 剑南春酒瓶

Fig.3 Jiannanchun bottle
图1 国藏汾酒酒瓶

Fig.1 Guocang Fenjiu bo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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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前提下，强化了造型内在工艺精神和文化情感。

如酒鬼酒瓶设计很有特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造

型大胆独特，见图4，仿造麻布袋的形式，暗示该酒所

传达出的民间朴素的造物观念和生活态度。舍得酒

瓶见图5，为舍得酒的经典酒瓶造型，浑圆的体态没有

多余的装饰，简简单单。表面使用紫砂细腻的手感，

让手触摸在那种真实自然的表面中慢慢衍生出平和

的生活情绪。正面使用中国书法中规中矩，舍即是

得，得即是舍，传达出人们内敛的情感特征和看淡名

利的处世态度。

2 纹样的象征隐喻

在现代陶瓷酒瓶装饰设计上赋予的文化丰富多

彩，有浮雕、传统纹样、釉色对比、贴花、书画等装饰手

段，以及镀膜装饰，这些装饰手段都传达着相应的文

化信息，特别是陶纹片装饰酒瓶更充分隐喻了悠久的

陶文化和酒文化。

图案装饰大都采用传统纹样符号，借其传达吉祥

如意、美好幸福的愿望。常用的传统纹样主要有“牡

丹纹”、“回形纹”、“龙凤纹”等，经过设计师的艺术加

工，在传统纹样的基础上进行再设计。这些传统纹样

经过时间的洗礼，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和穿透力，

这也是民族审美心理产生作用的缘故，可以传递出与

日常生活相关的哲学思想，设计师借用这些古老纹样

符号来契合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如婚庆上的陶瓷酒

瓶的设计就利用中国一些传统的吉祥图案和造型使

酒瓶所表达出来的吉祥寓意与婚庆的喜气融为一体
[3]，如“龙凤呈样”、“麒麟送子”、“百花呈瑞”等。具有

装饰纹样的茅台酒瓶见图6，瓶体一面运用中国龙的

纹样，另一面使用古典花纹和书法文字作为装饰，前

后呼应。龙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图腾形象，象征“真

龙天子”，寓意权威性。陶瓷酒瓶装饰造型以“升龙”

和“飞龙”为多。暗喻茅台酒为中国酒中之王、酒中精

品之意。另外祥云纹样、缠枝纹、凤纹等寓意吉祥的

传统图案也是陶瓷酒瓶设计常用的装饰形式。

3 材质适用性

造物活动必须根据材料来进行，随着物品用途的

不同，采用的材料也不会相同，材料是造物的基础。

材料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物品的功能，不适合的材料会

影响物品的作用，这是决定性的。如何最佳地使用材

料来造物是不允许随意来进行的，对材料的使用要尽

其所能[4]。陶瓷酒瓶的用料隐喻出古老的造物思想：

材尽其用。

在设计陶瓷酒瓶时，要充分考虑到材料的基本化

学特征，根据酒的特质不同来选择相对应的酒瓶材

料。陶瓷具有一定的透气性，在储藏酿造过程中，对

白酒有很好的催熟效果，泥料中所含元素也有助于白

酒的老熟，对人体有益；另外，陶瓷酒瓶可以很好地保

证瓶内酒的恒温状态，和其他材质的容器相比，陶瓷

酒瓶的导热速度比较慢；陶质瓶避光性很好能避免光

对酒的影响；陶瓷耐侵蚀性强，不宜渗透，同时经过的

上釉的酒瓶还具有视觉效果温润雅致，表面手感俱

佳，便于清洗等特点。这些优点也说明陶瓷作为酒瓶

的材料是非常适合的[5]。

陶瓷的这些特点自古以来就受到文人雅士的爱

戴和推崇，因此在陶瓷酒瓶设计中必然蕴含着丰富的

传统哲学思想。不同的材质、不同的造型表达了不同

的寓意和饮酒者身份、文化品位和人生态度。

4 文化传承特质

设计师可以通过隐喻传达深远的文化内涵。隐

喻的发生，产生于人类的心灵深处，而作为设计主体

的设计师是通过一定的创造行为表现某种文化意识，

设计师本人的思想观念、受教育程度及文化背景，自

图4 酒鬼酒瓶

Fig.4 Jiugui bottle

图5 舍得酒瓶

Fig.5 Shede bottle

图6 具有装饰纹样的茅台酒瓶

Fig.6 Maotai liquor with decorative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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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在设计中体现出多种的表现形式[6]。通过对陶瓷

酒瓶的设计来印证设计师的价值观念，通过隐喻来满

足消费者的内心述求，以达到追求成功设计的目的。

隐喻设计应该超越形式表面意义，而具有文化思

想的特征，有些使用者忽略了陶瓷酒瓶背后隐藏的文

化内涵。陶瓷酒瓶设计中对于传统元素与形态的保

留，从设计方法上不仅仅是装饰，有时则是文化观念

的隐喻表达。

酒与酒器本身是属于物质的，但与之并存的一系

列有关的文学、艺术、习俗、礼仪等都属于上层建筑中

意识形态的东西，是一种文化现象[7]。设计是人类的

一种创造性活动，是社会生活方式的体现，属于文化

范畴，让使用者消费物质设计的同时，更能享受设计

物的精神内涵，这正是陶瓷酒瓶设计重视的问题[8]。

设计可以反应一定历史时期人类思想及社会行

为的特征，现代设计隐喻中也含有某种特定的精神内

涵暗示，通过造型特征传达一定的历史文化观念[9]。

以酒瓶形态隐喻某种抽象的文化思想观念是现代陶

瓷酒瓶设计艺术表现的一个特征。以西凤酒为例，在

其陶瓷酒瓶的设计中就运用了此种设计手法，见图7，

秦兵马俑抽象造型暗示出沧桑的历史情思；凤凰图案

和凤凰立体造型的抽象，提炼出简洁的造型形式，寓

意吉祥美好的生活愿望。

5 结语

酒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有着特别的作用，作为其容

器的陶瓷酒瓶应重视设计所能赋予的更多附加价值，

即在考虑造型的同时，赋予其更多的人文精神内涵。

设计师要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提炼出能满足消费者

需求的设计方案。陶瓷酒瓶不仅是适宜的酒容器，同

时也是文化和观念的重要载体，是造物观念的物化形

式，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功能价值、造型上的审美寓意

和内涵上的文化意义，充分显示出陶瓷酒瓶的文化隐

喻特征。

设计师不可天马行空地运用隐喻，更不可为隐喻

而隐喻[10]。设计师在运用隐喻手法设计陶瓷酒瓶时，

要从功能、材料、装饰效果和文化内涵等方面分析和

考虑，从而使酒瓶能更好地符合消费者心理，满足多

层面需求，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附加价值。隐喻的

恰当运用需要设计师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具有对生

活的敏感度和观察能力，具有很好的联想和想象能力

以及具有很强的隐喻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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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西凤酒系列酒瓶造型

Fig.7 Ｘifeng liquor series bottle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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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及可变性的设计方法。在此模式下，一方面将家

具作为空间设计中的主体，采用模块化设计的方式，

让家具结构做到可变、家具功能复合，从而达到高效

利用空间的目的。另一方面将家具设计与空间内整

体风格统一协调起来。针对室内空间中各种典型风

格需求，对家具进行二次创新设计，从尺度、外形、材

料等方面加以调整，让更多风格类型的家具可以适用

于小户型空间。

系统化视角下的小户型家具设计方法，兼顾了小

户型家具在功能、形式和空间适应性等各方面问题，

为小户型家具市场专业化推广提供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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