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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以原研哉的“白”为设计理念进行产品设计。方法方法 分析原研哉的“白”设计理念下的具体

案例，从产品设计角度归纳该理念的特征和应用方法。结论结论 总结出了原研哉的“白”设计理念应用于

产品设计的指导方法，对基于“白”设计理念的中国风产品创作有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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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tudy th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white" design concept by Kenya Hara.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specific cases of "white" design concept by Kenya Hara，it induces the trait and application methods of
the design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 design.It summarizes the "white" design concept by Kenya Hara applied
in the guiding methods of product design，which provides a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Chinese styl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the "white" design concept by Kenya 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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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研哉作为日本设计界的教父级人物，有着独特

的设计审美和设计哲学，以其著作《白》命名的设计理

念在设计界广为流传。原研哉“白”设计风格的成功体

现了现代人返璞归真的审美取向。“白”设计理念中蕴

涵的设计哲学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着该民族

的审美原则。如何将传统审美与现代审美融合后应用

于产品设计中，这是值得设计师深思的问题。

1 “白”的含义

“白”并不单指色彩里的白色，这里的“白”是广义

的“白”，是对事物认知的宏观感受。 原研哉为无印良

品的设计可称为“白”，中国的山水写意画也可称为

“白”。换言之，“白”就是“空”

[1]

。“空”的由来要追溯到

很久之前的日本文化，日本文化深受神道教特别是禅

宗思想的影响，并与武士道、茶道互为依托，这就形成

了“空”。民族传统文化能对民族人民的审美产生影

响，神道教崇尚自然，这使得日本人在审美上偏向人

工化的自然美；禅宗思想提倡心性本净，讲求内心清

净，修行者需要最大限度地抛去杂念，这使得日本人

将素、简视为至高审美准则。禅宗思想引发了武士

道、茶道对自然和简朴的审美，并强调了极强的自制

力，可以说禅是日本文化的灵魂

[2]

。

禅宗思想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禅宗是中国禅

师依据中国思想文化，吸取、改造印度佛教思想后形

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茶道起源于中国，被

誉为道家的化身，最早、最完善的茶道流程就是唐代

陆羽的煎茶茶道。由此可见，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

的影响，因此日式审美下的设计也颇受中国人的认

可。原研哉的“白”设计理念体现了民族文化，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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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与现代审美完美结合的成果。以原研哉为代表

的设计师有一种自觉的传统文化审美意识，这是日本

设计最值得借鉴的地方

[3]

。

2 提炼“白”的特征并应用于产品设计

“空”是原研哉的审美准则，也是“白”设计理念的

重要特征，是一种内在特征；“素”和“简”是“白”的形

象体现，是一种外在特征。“白”决定“素”和“简”；“素”

和“简”体现“白”，这两方面是一种相辅相成、辩证统

一的关系。

2.1 “素”

“素”即含蓄、朴素、自然，是“白”在感官上的体

现，它使原研哉的“白”设计理念在产品色彩与材料方

面体现得淋漓尽致。“素”秉承了禅宗思想，表现了东

方人特有的含蓄、低调和委婉，能够调动人们的积极

性，引发人与产品间的共鸣。同时，“素”还注重体现

材料本身的质感与纹理，这表达了现代人对自然的诉

求，也反映了使用者对产品的内在需求。人们关心高

质量的原材料，欣赏原材料的自然美。“素”表现了人

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条件，也

是可持续设计的必然

[4]

。

原研哉擅长处理具有日本特色的产品设计，这也

体现了他“白”的设计理念。原研哉设计的越光米包

装见图1，越光米是日本新泻县岩船郡培育的一种特

殊米种，是日本的特产大米，其纸质包装设计在色彩

搭配和材料选择上简洁素雅，给人一种自然、环保的

感觉，是对“素”的完美诠释。此外，该包装的墨色文

字和红色印戳设计独具东方美，能勾起人们的回忆，

体现禅宗美

[5]

。越光米的包装无论从外观的色彩和材

质，还是从其内涵的表达方式，都体现了“素”的特点。

2.2 “简”

“简”即简约、清淡、纯粹，是“白”在空间上的体

现，它使原研哉的“白”设计理念在平面构图和产品形

态方面能更好地呈现。日本设计受贵族文化和禅宗

文化的双重影响，形成了华丽夸张和朴素极简这两大

风格。“简”传承了禅宗思想，追求设计上的极简风

格。人们注重的是产品的功能是否能与形态有机结

合，而不是装饰带来的视觉满足感，这反映了人们在

看遍琳琅满目的产品后开始注重产品本身功能的问

题，与现代设计的极简主义风格异曲同工。对于产品

设计而言，“简”中蕴涵的设计哲学是将传统文化理念

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这是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

设计实践。

原研哉设计的蒲公英酒包装见图2，该酒产于北

海道鹉川町。酒瓶的线条圆润饱满、简洁流畅，在透

明的玻璃瓶里露出的琥珀色液体显得格外诱人。特

意做旧的标签给人一种怀旧感，标签大量留白的设计

是原研哉常见的设计方式之一，这样的设计更能赋予

蒲公英动感，也强调了蒲公英酒这个主题。该设计无

论在瓶身的造型，还是在标签的平面构图上，都很好

地体现了“简”的特点

[6]

。

3 基于“白”设计理念的原创设计实践

3.1 “白”设计理念的实践意义

原研哉的“白”设计理念是在多年的设计实践中

结合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成果，是一种传

承民族文化的审美取向，也是一种成功的设计实践方

向。分析无印良品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方面，

中日文化有很多共通性，这种具有禅意的东方审美符

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另一方面，“白”设计理念符合

现代人返璞归真、节制消费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得到

顾客的认可。将“白”设计理念的设计方法与中国特

色文化相结合，会带来实际的市场价值和意义，这也

是使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突破点，是一

个值得进行设计实践的尝试

[7-10]

。

3.2 实例创作展示

梳镜组合设计见图3，这是一套梳镜组合的实例创

作，包括梳妆镜和梳子。该设计基于原研哉“白”设计

理念里的“空”。它通过产品色彩与材料在感官上的

“素”，体现了中国设计元素的韵味；通过产品形态与装

饰上的“简”，体现了人们对产品功能性需求的重视。

本创作具有中国传统木梳设计的特点，保留了完

整的自然木纹，体现了追求“素”之美的禅意设计精

图1 原研哉设计的越光米

包装

Fig.1 Rice packaging

designed by Kenya Hara

图2 原研哉设计的蒲公英酒包装

Fig.2 Dandelion wine packaging

designed by Kenya 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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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色彩方面，选用了自然木色搭配中国红，展现

了中国传统风格的美，让人极易联想到中国古代木制

建筑与红灯笼的搭配，能引发受众与中国文化的共

鸣，表现产品的中国风气息。该设计在产品形态上化

繁为简，干脆明了地体现了镜子与梳子的基本功能。

可开合的双面镜设计符合现代女性的使用习惯。梳

子的无柄设计能更有效地利用材料，符合环保理念。

该设计的装饰元素灵感来源于中国旗袍中的一字盘

扣，将其简单大方地装点于产品之上，既能使梳与镜

呈现组合效果，又能体现中国风。

该原创设计将“空”、“素”、“简”的指导方法都用

于了梳镜组合中，在梳子、镜子的造型和中国元素的

归纳运用方面都有很大的创新，这对今后基于原研哉

“白”设计理念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4 结语

将原研哉的“白”设计理念应用于产品设计具有

实践意义。在运用时，有3个方面值得注意：（1）设计

理念要“空”，设计理念是设计师在构思设计产品时所

确立的主导思想，基于“空”的设计理念，应赋予产品

相关的文化内涵和设计特点，“空”即追溯设计之本

源，体现设计之本意，而设计之根本在于满足需求而

不是纵容欲望，设计应注重产品的易用性，功能不可

过多繁琐，应尽可能地保留自然元素、祛除多余装饰；

（2）色彩和材料要“素”，色彩和材料是人们能直观感

受到的设计元素，色彩和材料要“素”是指色彩与材料

要有自然的味道，产品色彩应体现含蓄的性格，产品

材料应表达对自然的向往，在色彩的选择上应不宜过

多，但又不能缺乏层次感，在材料的选择与加工中，要

尽可能地保持材质本身的色泽和质感；（3）产品形态

要“简”，产品形态应秉承“空”的设计理念，做到简洁

明了，需要注意的是在突出以上3个特点时，还应以和

谐、能体现整体效果为原则，“白”的审美取向与低碳

环保的生活方式对传承传统文化的设计实践与设计

营销有深远的参考作用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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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梳镜组合设计

Fig.3 The comb and mirro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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