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折中主义思想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陈丹，王梓，周安琪，何雨

（陕西科技大学，西安 710021）

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日本折中主义思想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探讨传统美学思想、艺术审美与产品设计

结合的可能性，为中国设计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 方法方法 介绍日本折中主义

思想的发展与特征，描述日本现代设计的发展现状，以无印良品为例，对其产品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其

产品设计中折中主义思想的表现特征，总结折中主义设计的方法。结论结论 日本折中主义思想为产品设

计的创意来源提供了新方向，有利于中国文化创意设计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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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Japanese eclectic thinking in product design，explores if it is possible that tradi⁃
tional aesthetics theory and art aesthetic can be combined with product design，so as to provide a new method and thought to
the development of design and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in our country.Firstly it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features of
the Japanese eclectic，secondly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modern design，with the exam⁃
ples of Muji product design for all its products，analysis Muji product design of the performance features of the eclectic，
summarizes the theory design method. Japanese product design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eclectic thought，design new prod⁃
ucts in this theoretical and combine traditional ideology with design can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inspiration of de⁃
sign，at the same time，it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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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现代设计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短几

十年的发展使日本设计成为了国际设计中的重要代

表之一。产品设计领域最主要的特点是传统与现代

并存发展。这些产品来源于日常生活，彰显了日本独

特的美学精神，强调了对于欲望的理性控制。折中主

义思想充分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技术与理念，经过长期

的发展积淀后逐步形成了自身的设计哲学。与日本

相比，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大量的传统手工艺

产品、图饰纹样和哲学思想，但中国对现有传统元素

的应用却十分有限。研究日本折中主义思想在产品

设计中的应用方法对传统元素融入进设计中具有示

范意义，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制造产业的

融合，对中国传统文化也起到了继承和保护作用。

1 日本折中主义思想的发展与特征

现如今，有关折中主义观点的争执依然不断，其

最主要的表现特征就是具有双重性。日本折中主义

思想的发展受日本传统的艺术文化和审美价值影响，

日本折中主义思想的发展因素见图1。从历史继承因

素看，日本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些文化

表象如文字、茶道、书画、建筑等都是从中国继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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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其文化思想中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

的特征，带有强烈的折中思想；从哲学思想因素看，日

本设计的美学意识来源于自然，讲求设计的本真性

[1]

。

顺其自然、崇尚自然、顺其自然法则的思想也深入渗透

进日本的哲学思想中，加之佛学禅宗思想的传入，指

出了其在精神欲望上的自我控制，强调中庸平衡的道

义和理性的选择；从文化美学因素看，日本核心文化

中的侘寂理念，是一种不完美的、缺憾的、神秘的美学

认识。侘寂美学重视朴素、寂静、谦逊和自然，是日本

传统文化的根基

[2]

。这些观点和认识对日本折中主义

的价值观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使其变得更加包

容、更具韧性，有利于日本文化与现代文明和国际文

化的融合。

2 传统与现代并行发展的日本现代设计

日本的现代设计比西方国家晚近一个世纪，在欧

美国家集中精力进行工业革命时，日本正忙着殖民扩

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其发展重心才

逐步回到工业生产上，现代主义设计才开始起步

[3]

。

二战后日本工业设计发展经历的主要事件与活

动见表1，日本的现代设计发展迅猛，其大致经历了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

不断学习欧美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计理论，逐步

形成了自己的设计风格，期间还举办了关于欧美国家

文明成果的展览。同时，日本逐步开展设计教育，设

立了工业设计专业，一些设计组织和单位也逐渐形

成。这些行为都加深了民众对现代设计的认识。第

二阶段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其

现代主义设计已逐步走向国际市场，成为国际现代设

计中重要的一员。一些品牌也逐步成为行业领域中

的代表，比如索尼、松下、尼康、佳能、本田、铃木等，这

些企业都高度重视工业产品设计的发展，在技术创新

研发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除了现代制造，日本的传统设计也几乎完美，这体

现了日本传统设计与现代设计双轨并行的特点。日本

的传统文化和手工艺设计都完整地延续了下来

[4]

，一些

极具日本民族特色的产品重新焕发光彩，如陶艺、瓷

器烧制、手工编制等。传统建筑设计中对山水、竹木、

砾石的穿插运用与同期发展壮大的现代科技产品截

然不同，这种传统与现代并齐发展的模式也成为了日

本现代设计的主要特点，是日本现代设计与其他国家

现代设计的不同之处。很少有国家能够在发展现代

设计的同时将传统设计完整地继承并发扬光大，这为

其他拥有同样历史文明的国家发展现代主义设计提

供了借鉴。

3 折中主义思想在产品设计中的方法

日本折中主义结合了现代和传统的思想，在产品

设计中也多有体现。日本的产品设计特别是生活用

品设计大多朴实无华，这是折中思想下对传统文化和

哲学禅宗的运用。这种具有东方特色的艺术哲学思

想源于中国的道家思想，在其传入日本后一直是产品

设计的核心法则，其也讲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日本的产品设计源于自然、追求自然美，如日式的竹

编，藤编，木碗，木筷，它们都使用了自然材质，其造型

简朴、没有多余的装饰雕琢，保留了自然原始的色彩

和肌理。当然这也与日本领土狭小、人口集中、资源

稀缺的国情有关

[5]

。

日本对于禅宗思想价值观的追求衍生出了茶道、

图1 日本折中主义思想的发展因素

Fig.1 The development factors of Japanese eclectic thinking

表1 二战后日本工业设计发展经历的主要事件与活动

Tab.1 The main events and activities of Japanese industrial
desig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时间

1950-1970年

1970-1980年

发生时间与主要事件

1947年，美国生活文化展

1951年，设计与技术展，同年千叶大

学工业设计系成立

1953年，日本设计学会成立

1955年，格罗皮乌斯和包豪斯展览

1960年，东京承办“世界设计会议”

1964年，东京奥运会

1969年，日本产业振兴会成立

1970年，大阪世博会

1972年，日本主办第八届世界工业

设计大会，主题为“人心与物象”

1970-1975年，索尼，松下，东芝，本

田等成为世界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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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等精神文化，禅宗的精神追求是自我控制，这

是一种高度理性的精神境界。这种折中主义体现在

产品设计中，使产品变得严谨、精巧、静谧、质朴。日

本的产品设计擅于表达“空”的理念，这是它对极简

的独特理解，其设计理念追求减法，强调内在功能，

弱化外在形式，达到了人、物、环境三者的平衡

[6]

。日

本的微缩园林景观枯山水多出现在日本的庭院、寺

庙中，以硕石代表山峦，以白沙代表海洋，构建了一

个完整的内部环境，体现了禅宗的心境。此外，日本

人追求空白，强调空间的关系，比如日本传统的和

室，其房间内不带任何装饰，给人们带来了最大的想

象空间。日本的产品设计不只在造型形式上追求简

约，更多是想通过产品展现一种心理状态。

折中主义思想在产品设计中的运用设计流程

见图2，从折中主义思想的文化继承、禅宗、哲学思想

和美学意识4个表现特征入手，将其归纳概述为表现

折中主义风格特征的单词，对比其与产品设计语义的

共同点，验证折中主义思想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总

结折中主义与产品设计的方法。

无印良品的产品设计分析见表2，为了寻找产品

设计语义与折中主义思想特质的共通点，以无印良品

的4类产品为例，从产品的造型、色彩、材质、功能、使

用方式、设计理念、情感折射、人机环境等多方面进行

综合分析，对照折中主义思想的表现特征，找到两者

的共通之处，总结折中主义与产品设计的方法。

折中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在无印良品的产品设

计中都有体现，无印良品的折中主义设计理念包括侘

寂美学、“无意识”的禅意思想、实用主义思想、物欲的

理性节制、尊崇自然。以这些设计理念可以归纳出折

中主义与产品设计的方法，即实用主义、自然主义和

理性主义。

图2 折中主义思想在产品设计中的运用设计流程

Fig.2 Design process of eclecticism used in the product design

表2 无印良品的产品设计分析

Tab.2 The analysis of MUJI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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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印良品的产品设计强调简约无华和功能性

[7]

，

是日本折中主义思想影响下的产品设计代表，使日本

产品设计成为了世界现代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比日本折中主义产品设计和现代产品设计的方

法，可以发现两者具有很多相似点，都重视产品的功能

属性，反对做作的形式和装饰；都使用自然材质，强调

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日本折中主义产品设计方

法对3R（Reduce，Reuse，Recycle）理念

[8]

的提出有促进

作用，是研究人与物间最自然本真的设计理念方法。

3.1 利用折中主义思想对产品进行再设计

折中主义设计方法强调人在无意识心理状态下的

行为，为此设计的产品墙角垃圾桶见图3。生活中，垃

圾桶总是被放置在墙角，人们也习惯把垃圾堆在墙角，

即使在没有垃圾桶的时候，角落里依然堆砌有垃圾。

这与人的行为习惯有关，是人无意识的行为。普通垃

圾桶的造型多为圆筒形，将其放置在角落里要占较大

空间，与整个房间显得格格不入。此产品的造型为三

角形，这是墙面间隔出的最自然的形状，可以充分节省

空间。该设计在造型上并没有做过多创新，而是将设

计重心放在了人的无意识行为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上。

这也符合折中主义产品设计方法中的功能性特征。

这种充分考虑了使用者心理诉求的设计会让人

感到温暖，它也许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一定是最

本真、自然的设计。它寻找的是一个实际存在、但还

没有被发现的东西

[9]

，是日本产品设计的灵魂。

4 结语

无印良品的产品设计吸收了日本的折中主义思

想，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禅宗信仰的理性和自然

[10]

，是在

折中价值观影响下的经典产品。像无印良品这样的

产品在日本还有很多，它们体现了传统文化，促进了

日本设计产业的发展。日本折中主义思想很好地传

承了日本文化，将日本的产品设计与欧美的产品设计

区别开来，这种独树一帜的设计理念和风格都是西方

国家没有的。从日本的折中主义思想在产品设计中

的发展与应用中可以看到日本对传统思想文化的钻

研。在产品设计中运用日本折中主义思想有利于提

升产品的附加值，促进传统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为中

国的产品设计提供创意来源，为中国文化创意设计产

业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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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墙角垃圾桶

Fig.3 Corner dust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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