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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认识细节，解读细节的语义，并依据多种理论指导尝试细节整合，使产品细节与整体相统

一，以生成新的艺术符号语言，为产品设计提供新的思路与途径。此外，重提“细节决定成败”，与其

传统意义进行区分。方法 从例证、符号学、美学的角度剖析细节的形式、种类及作用，并尝试用符号

学、传统美学、绘画美学的观点进行细节设计整合。结论 产品细节语义可以被认识与理解，并且可以

通过设计理论来指导设计整合，将不同的产品细节调整、统筹以适应整体风格的需要，从而形成和谐

统一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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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and Integration Design Methods of Production Detail Language  

DING Sheng-nian, CHEN Wen-ying, LING Yan 
(Ningbo Dahongying University, Ningbo 315175, China) 

ABSTRACT: It researches the form and the meaning of details，and tryies to integrate details on the basis of design theories, 
then makes the balance of the whole and part to produce the new art symbol language which can provide ideas and ways for 
product design. In addition, it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Detail determines success or failure" again, and gives the difference with 
traditional meaning. It analyzes the form, kind and the effect of details from the view of example, symbol and aesthetic, and tries 
to integrate details by the way of semiotics, traditional aesthetic and painting aesthetics. Product details can be known and un-
derstood, we can integrate different kinds of details by the way of design theories, then to form a harmonious unified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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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决定成败”一说由来已久。以往用来形

容产品的做工、质量或是一些细微的差别打动消费

者的情形，久而久之，形成“细节决定成败”的说

法。然而，当代设计实践中，产品“细节”设计有

着另一层含义与作用。产品设计过程中，需要利用

大量的细节元素对产品进行设计与组合，形成新的

形态语言，从而达到产品改良的要求。从细节入手,  
有时小的改变就是一个大的创意[1]。这种细节的设计

在设计实践中被广为利用，成为新产品开发的重要

手段，因此，应在理论层面予以足够的重视。 

1  产品细节语言的解读 

1.1  细节设计释疑 

以往产品“细节决定成败”说法很多，但是没

有统一的概念，主要指产品的工艺处理、产品质量

的细微差别等。这里所提的细节与“细节决定成败”

高校设计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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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细节说法有一定的区别。这里关注的是细节的

语言、细节组合形成的语言以及细节整合的方法，

侧重细节设计语言整合方法论的研究。 

1.2  细节设计的形式 

产品细节没有特定的书面称谓，以汽车为例，

汽车造型形面可以基于特征进行分类： 
主特征面—过渡特征面—附加特征面[2]。到了细

节层面的称谓就变得模糊起来，大部分情况下都是

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的习惯性说法。比如倒角，书

面上叫倒角，习惯上经常叫“ā角”；表面的一条突

起线，习惯上叫做“筋”等，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细节案例见表 1。 
当然，细节的形式与种类远不止于此。人们可

以在一辆汽车上看到很多种细节设计的形式，很多

细节名称难以命名与统计，而另一辆车上又会出现

全新的细节设计等。由于设计细节没有书面的统一

称谓，因此，细节的种类难以命名与统计，大部分 

表 1  细节案例 

Tab.1 Detail examples 

名称 倒角 渐消线 渐消面 风洞 

图 

例 

    
名称 凹槽 突起面 格栅 装饰件 

图 

例 

 

 

  

 
情况需要在设计实践中自己去体会与把握。 
 细节的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一类的细节，

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的形体上会适应形体的特征而

相应的产生些许的改变，从而使整体更加和谐。道

奇汽车见图 1，十字型的进气栅细节在前一车型上是

进气栅与雾灯的结合，在后一车型上变成了进气栅

与大灯的结合，形状、大小、材质也相应产生了变

化，而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还有细节与细节

相结合从而产生新的造型形式的例子，这也就是产

品设计的奥妙之处：如汽车，一个方壳子，但是会

产生如此多的品牌，以及各式各样的外观造型，每

个新款又会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层出不穷。由

此可以看出，造型的变化、细节的变化是无穷的，

这一点值得每一位设计人员去思考。 

1.3  细节设计的作用 

毋庸置疑，细节设计对产品的外观起着重要的

作用。细节的准确、生动可以成就一件伟大的作品，

细节的疏忽会毁坏一个宏伟的规划[3]。产品设计中，

整体线条或结构的细微变化会直接产生新的外观形

 

 

图 1  道奇汽车 
Fig.1 Dodge car 

式，细节与细节的重新组合又会产生一种新的形式

语言。这些造型语言的细微调整就是产品革新与换

代的最有力的手段与方法。如国内在售的汽车，大

众高尔夫目前已是第七代，而现代索纳塔已经来到

了第九代……。虽然产品的更新换代有着技术上的

巨大推动，但无可否认，外形设计语言所传递出来

的审美、情感、文化的含义，也是推动产品获得市

场成功的重要因素。 
细节设计也有很大的美学作用，以隐晦的美感

来打动消费者。当人们被一件产品所打动时，必定

有一些产品的细节与人们内心的美感体验形成了碰

撞，产品的细节符合人们潜意识的审美标准，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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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对产品的好感。如宝马汽车的前脸设计，见图 2，

其传达的造型语意类似动物的表情，有犀利、威猛

之感。在对一个事物进行评判时，往往会将事物与

人们已有的审美体验进行关照，如若事物能激发人

们的审美体验，那么它就是美的[4]。此处宝马车的前

脸就是激发了人们对动物表情的体验，所以它是美

的。又如大家常说美国汽车的“肌肉感”，人们能在

汽车上体会出人的这些优点，汽车具有“肌肉感”，

当然也可以传达力量、强悍的语义，雪佛兰科迈罗

见图 3。产品的外在细节设计有着深刻的内涵与作

用，需要在设计中细细品味与解读。 

    

                         

2  细节整合设计的方法探讨 

2.1  符号学方法整合 

产品外形包含众多的产品细节，既有形态种类

的区别，也有大小的细节变化，这些细节连同整体

造型共同组成一个产品的形态，营造出一种独特的

设计语言。通常来讲，设计师往往会凭借自己的审

美及专业素养自行把握产品细节的关系，但是这种

处理方式充满偶然性以及个人的喜好，从而缺乏理

论依据的指导，给设计整合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进

行系统的设计整合，即对各种语意上可行的要素、

符码进行评价、选择和整合，使之成为表现性的符

号系统[5]。符号学的整合设计需要将各种设计要素、

符码进行评价、选择并整合，从而实现一个表现性

的符号系统，形成统一的符号语言，完成整合设计。

例如一件圆形特征的产品，圆润饱满就是它的符号

语言，那么就要求产品的细节也要以圆形为主，避

免尖角与直线，从而使细节与整体形态符号语言和

谐统一。 

2.2  传统美学方法整合 

特定的社会、地域有着共同的文化、行为习惯

以及价值观念，其审美意识也是一致的。李乐山总

结了我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平衡、高雅、庄重、大

方、文静、精致、柔和、小巧玲珑以及和谐感，平

衡感与和谐感是中国与西方传统文化中都具有的审

美观念[6]。由此可以看出，传统习惯上，人们在对事

物进行审美体验时，符合上述标准的，就是美的，

并指出在某些方面，东方与西方产品设计审美的共

通性，这就为大家在产品设计整体审美把握上提供

了一定的依据。美学属性将造型问题进行分解，并

将形态表达解读为属性集合，尝试在“不同于科学

和人文的第三个领域”[7]。在产品符号整合设计时，

可以依据产品的类别与定位进行上述审美标准的营

造，将各类形态符号进行归类、变形、调整，使不

同的细节与整体和谐统一，从而创造出符合传统审

美观的设计。世界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一旦经过

巧妙的融合，就会升华为一个闪光的创意点[8]。例如，

女性类的产品要活泼、艳丽，男性类的产品要稳重、

大方等，同时还要满足平衡与和谐的基本原则。可

见，传统美学思想里有着丰富的美学标准，并为当

代所继承发扬，设计整合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并从中

找寻方法论，以传统美学思想为设计整合的指导思

想，不失为一个快速可行的方法。 

2.3  绘画艺术语言整合 

产品艺术设计是艺术的一个分支，其本身具有

很强的艺术性，与艺术品的创造法则及审美标准有

着很多的共通性。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

创造[9]。因此，无论绘画艺术还是产品艺术设计，都

是“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是人类情感体验的反映，

换句话说，艺术的审美标准也适用于产品艺术的审

美。鉴于此，在产品设计时，就可以用绘画的创造

法则和美学标准来重新审视产品的细节设计。 
在绘画美学上，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对

绘画做出了深刻且后世公认的誉为“千古不易”的

绘画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

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具体来讲，“气韵”是

绘画的精神和气质，是给人的整体审美感受；其次

是通过细节的布局与处理让画面更加的细致与丰

富、和谐与统一，从而实现整体与细节的完美整合。

在设计实践中，虽然没有刻意地与绘画知识相关联，

也并没有用绘画的审美原则来评判设计作品，但是，

作为艺术创造活动，大家无时无刻不在用绘画美学

的处理手法来创作。绘画对工业设计的影响表现为

图 3  雪佛兰科迈罗 
Fig.3 Chevrolet Camaro 

 

图 2  宝马 Z4 

Fig.2 BMW Z4 



第 37 卷  第 12 期 丁胜年：产品细节语言的解读与整合设计方法 183 

 

绘画这一种造型艺术为工业设计提供了最基本的表

达设计意图的手段，使设计师的设计构想从观念形

态转变为视觉形态[10]。例如，在设计实践中，首先会

赋予产品以形态，体现主体的精神与气质；其次，

根据功能的需要以及整体和谐统一的需要赋予材

质、颜色、细节与装饰，从而达到整体与部分的统

一。这一点与绘画异曲同工。因此，将绘画的艺术

思维应用于产品细节整合设计的思想，有着巨大的

应用空间与方法论价值。  

3  结语 

随着产品种类日渐增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产品的竞争已不仅局限于外形与功能、工艺与质量

的范畴，产品细节符号语言的理解与组织、产品细

节美感的处理以及产品整体视觉符号语言的传达等

因素，逐渐成为影响产品视觉形象的重要因素。能

够认识细节，解读细节，并能依据各种理论将细节

整合以生成新的艺术符号语言，将为产品设计提供

新的思路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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