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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厨房家电为着眼点，梳理国内厨房家电本土化的发展状况。

方法  中国传统器物的造型、工艺虽然大多已经被遗忘，其蕴含的文化智慧却是中国人独特思维方

式与文化素养的深层次体现，能够为当今厨房家电设计提供开阔思路。结论  通过回溯传统器具中

的造物智慧，传承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理念，将助力厨房家电行业涌现出本土化的

设计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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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kitchen appliances as relate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wisdom, it tries to determine the de-

velopmental situation of Chinese kitchen appliances. The stereotypes, techniques and desig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kitchen utensils are out-of-date, but its traditional designing wisdom is a deep reflection of the Chinese thinking style and 

cultural quality, which broadens the research capability and mentality. By recall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wis-

dom of the kitchen implements, and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lifestyle habits, as well as relative cultural concepts, the 

kitchen appliance industry will certainly create numerous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designs in China. 

KEY WORDS: conventional wisdom; kitchen appliances; design research 

我国厨房家电设计长期参照西方经验，朝着现

代化、智能化、节能化快速发展。国内厨房家电也

因为缺乏本土文化基因，导致产品本身的辨识度不

高，并且雷同化、单一化的厨房家电设计充斥于市

场中，这些现象不禁令人反思如今国内的厨房家电

为何不具备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色？中国是餐饮文

化大国，不同地缘人群的饮食习惯与烹饪方式差异

较大，简单照搬西方人的厨房家电不符合国人的烹

饪方法与文化理念。实际上，国内部分消费者对传

统经典文化的价值已然觉醒，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

现代家居用品和服装饰品受到追捧，消费者通过购

买此类产品展示其文化品位与时尚程度。在厨房家

电领域中，同样出现以现代国人生活为设计语境，

友好融入传统文化理念的厨房家电，逐渐树立起国

人购买优质家电的自信心与满足感。 

1  厨房家电重拾文化传统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普通居民购买

家电的能力与意愿与日俱增，致使中国家电市场出

现质的跨越。1978 年全国只有 400 台洗衣机，1983 年

则升至 365 万台。“新国货”的来临使人们从传统的

生活形态中解放出来，有力地提高了生活品质[1]。厨

房家电产品中冰箱成为普通用户家中新“三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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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其中还包括洗衣机和电视机），提供了长期

储存食物的有效空间。至 20 世纪 90 年代，高效便

捷的微波炉在国内家庭厨房中普及开来。 

早期中国厨房家电无疑借鉴西方国家设计上

的经验，厨房家电以一种“舶来品”的“面貌”迅速在

国内流行。这种盲目追求市场，抛弃自身传统文化

和精神的设计使得中国的家居产品设计缺乏本土

化特征和精神气质，只是一味地满足大众猎奇追新

的心理，而不启发和唤醒大众的民族意识[2]。几千

年的历史激荡里中国形成独立、庞大的饮食文化，

囊括了烹饪方式、烹饪器具、饮食习惯等，仅挪用

西方人的厨房家电不足以满足中国人挑剔的饮食

需求。在回溯发掘饮食文化传统的过程中，设计师

展开了对国人饮食习惯和烹饪方式的研究工作，尝

试在家电领域中寻找新的可能性。 

根据国人早上喜好饮食豆汁的传统习惯，设计

师设计出全自动的家用九阳豆浆机，用户足不出户

就能品尝到新鲜健康的豆汁饮品。此外，中国家庭

在厨房内烹饪时常采用炸、炒、烹、煎等几种不同

的烹饪方式，造成大量油烟弥漫于厨房难以输出，

而一些国外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油烟机根本“无力

招架”，国内家电企业考虑到要为用户营造清洁的

厨房环境，转而将油烟机的吸力增强，赢得了中国

消费者的广泛接受。厨房家电对于消费者来说，不

仅是提供烹饪条件的常用物品，而且也是消费者体

现自我生活方式的一种映射[3]。与此同时，传统经

典器物的形制轮廓、图案纹理逐渐被移植到厨房家

电的装饰中，虽然与厨房家电的实用功能契合度不

高，但以此宣称为“中国风”的家电产品仍流行于国

内的市场中。而未来社会的日新月异，要求厨房的

设计建立在以人们的生活为中心的基础上。一切追

随风格，主张形式变化的设计思考都是表面的、局

限的、短期的和不得要领的[4]，但此类现象一定程

度上激发了国内设计师进一步探索传统文化与现

代设计之间的结合道路。 

2  传统文化智慧启迪厨房家电设计 

古代中国曾经营造出数量庞大、造型迥异、功

能丰富的烹饪器具，无不透露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

与生活方式。然而中国传统的器具是“那个”时代生

活方式下的工具，或许材料是廉价的，工艺是落后

的，功能是原始的，造型是老土的，已经不能适应

现代人对生活品质的需求，但其中隐含的观念与方

式有些到现在都是非常先进的[5]。传统器具中的形

式元素已经落伍，距离当今国人的审美标准较为遥

远，传统视觉符号强硬嫁接到家电设计中，将造成

厨房家电形式与功能不相协调的后果。然而古代器

具中潜藏着中国人巧妙的造物理念、灵活的烹饪技

巧、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这一系列的传统文化智

慧是古人遗留下的精华所在。通过探寻中华民族的

文化基因，重新利用开发传统文化智慧，能够为厨

房家电设计提供创造性的思路。在现代产品设计中

展现民族个性，体现传统文化价值来引起人们的关

注[6]。起源于汉代的竹蒸笼，见图 1，是古人利用

水蒸气蒸熟食物的典型烹饪器具。蒸笼分为多层笼

屉扩充了烹饪食材的空间，蒸熟的食物口感绵软、

味道浓郁，是古代匠人细致观察生活的设计产物。

不过蒸笼本身也存在着各种弊病，例如大小不一、

高矮不同的蒸笼不利于现代家庭烹饪与存放，蒸笼

的温度不易调节而蒸汽却易于消散，竹制材料易被

明火引燃以及易受潮气侵袭等。设计师因此巧妙地

提炼出蒸笼中“蒸”的智慧，尝试利用现代技术改良

其中的弊病。美的 SYZ28-21 电蒸锅见图 2，蒸笼

材质调整为易清洗的不锈钢材料，直线防滑把手改

善了笼屉的拿握方式，顶部透明玻璃易于观察内部

食物的变化。蒸锅正面设置可视化的操作界面，简

化烹饪操作的步骤，促使蒸锅的火候温度易于掌

控。再比如传统砂锅，见图 3，传导热量均匀且具

有良好的通气性，能够烹调出芳香鲜嫩的菜品，砂

锅亦存在着温度难以掌控以及容易炸裂的弊端。在

此，“炖”的烹饪智慧被设计师提取，应用于现代电

炖锅的设计上。美的 WBZS22A 电炖锅，见图 4，

拥有清晰准确的操作界面，便于控制锅内的温度，

炖锅的内部结构设计为 3 个内胆，致使在一个锅中

烹饪出差异化的菜品。 

     

      图 1  竹蒸笼         图 2  美的 YZ28-21 电蒸锅 
  Fig.1 Bamboo steamer        Fig.2 Midea electric stea- 
                                 mer SYZ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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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砂锅       图 4  美的 WBZS22A 电炖锅 
     Fig.3 Casserole        Fig.4 Midea slow cooker   

                          WBZS22A 

电蒸锅、电炖锅发挥了传统烹饪中“蒸”与“炖”的智

慧，呈现出精确化、安全化、简洁化的现代使用方

式。传统器物经过如此再设计后一方面提高了利用

率，另一方面又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影响。传统中国文化理念强调经验的逐渐积累，厨

房烹饪中不同菜品的烹饪方式存在差异（例如煎、

炸、炒、蒸等），同样需要个人长期的摸索调整。

中式菜品的制作工序繁多，普通人每次烹饪食物的

火候、味道、口感也不尽相同，国人又常常喜好讨

论菜品中所欠缺的部分，以便下次烹饪时多加留

意，这种充满生活乐趣的烹饪方式正是“一步到位”

的智能化现代家电所欠缺的。 

3  “中国味道”的厨房家电设计思考 

国内家电企业将传统文化智慧、科学技术、现

代审美进行结合，然而设计出的家电产品中冷峻的

材料和简单的造型，难以给人留下“中国味道”的深

刻印象。厨房产品的内涵语义都产生于人有意识的

联想，这种语义与操作者内心情绪、文化、记忆等

的互动过程充满了感性信息，完全异于那种大脑无

意识的人机操作行为，因此，厨房产品的使用情境

就显得至关重要[7]。 

台湾 JIA 蒸锅的见图 5，其改良方式则在运用

“蒸”的烹饪方式基础上，尽可能保留传统的烹饪习

惯，营造具有“中国味道”的烹饪情境。台湾 JIA 蒸

锅采用手工制成的柳杉木蒸笼，蒸笼底部赤陶材料

良好的吸水性避免了菜品口感的湿软。耐火土制成

的蒸锅锅身克服了普通陶瓷无法直火加热的局限

性，现代的制作工艺与经典的材料塑造出卓越的视

觉外观与烹饪品质，恬静淡雅的生活气息油然而生。

美的多功能不锈钢电蒸锅和台湾 JIA 蒸锅虽然同是

源于传统文化智慧的厨房产品，但是各自却存在明

显的区别。台湾 JIA 蒸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模糊式

的传统烹饪方式，用户烹饪时耐心感受到器物与食

材间的奇妙变化。“陶”与金属或玻璃相比，性质更

温和，质地更柔软，而且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陶”

有着天生的信赖与认同感，认为用陶瓷或砂制锅烹

制食物，能够保留食物原味且不会流失营养[8]。除

此之外，台湾 JIA 蒸锅局部为竹子材料，更能唤起

人们对传统蒸笼的情感追忆。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

方案，也并非只有印上龙凤图案抑或是京剧脸谱才

能被看作中国的设计，通用化的设计元素一样可以

表达出深刻的中国文化内涵[9]。例如九阳电压力煲

JYY-50YJ1，见图 6，采用喜庆的中国红的同时，

借鉴了中国传统提盒的造型元素。提盒又名“状元

箱”，是古代民间嫁女儿的陪嫁之物，寓意着子孙

后 代 能 像 状 元 一 样 有 出 息 。 九 阳 电 压 力 煲

JYY-50YJ1 传递出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内涵，传统厨

房器具中的文化智慧与情感理念得到良好传承，同

时又适用于当下国内居民的生活氛围。 

   

图 5  台湾 JIA 蒸锅     图 6  九阳电压力煲 Y-50YJ1 
Fig.5 JIA steamer set        Fig.6 Joyoung electrical  

pressure cooke JYY-50YJ1 

美的 SYZ28-21 电蒸锅则使用数字化的操作界

面，为用户创造了高效、便捷、精确的烹饪方式，

让用户享受到科技进步的成果。以上是国内厨房家

电运用传统文化智慧的两类设计方式，一类沿袭了

传统慢条斯理的生活理念，融入现代技术以及审美

标准，令忙碌的国人体验到传统的烹饪趣味；第二

类则以古已有之的烹饪方式和饮食习惯为基点，发

挥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进优势，简化人与产品之间不

必要的操作，推进厨房产品向智能化方向前进。厨

房是住宅中技术密集度最高的部位，更是智能化的

重要体现部分[10—12]。这两类国内厨房家电的设计

发展互有长短，在工业设计发展的新时期相互交

融、相互碰撞，为创造出真正具有“中国味道”的厨

房家电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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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中国厨房家电自诞生以来就以跨越式的成长

步伐，便捷了广大国人的日常生活，然而单纯追逐

实用功能或过度美化装饰的家电将无法满足品味

日益提升的中国大众。厨房家电产品欠缺本土文化

特质仍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回溯传统文化

中的智慧，探寻文脉中闪光的设计灵感，结合现代

科学技术与时下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尝试设计出

具有“中国味道”的厨房家电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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