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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慢设计为理念进行产品设计。方法 从产品角度出发，分析慢设计理念下的具体案例，并

整理归纳出慢理念的特征和应用方法。结论 总结了慢设计理念应用于产品设计的指导方法，为中国设

计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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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uses the concept of slow design in product designing. From the product point of view, it analyzes the 

specific cases of slow design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methods of this concept. The slow design 

concept applied in the guidelines of product design is summarized, which provides new methods and ideas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design and creative cultural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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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林语堂在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提出

“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

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

从他的言语中足可以看出，他对大自然美好的追求，

对惬意生活的向往。在这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慢生

活逐渐成为都市人们开始追求的生活。“慢生活”正是

人们寻找的心灵归宿，越来越多的人放慢生活的步

调，保持自然健康的态度，重拾生活的真正乐趣。慢

设计是慢生活在设计领域的延伸，能够改变人们的思

维习惯，让设计注重人文风格和回归设计本质，从而

传播慢生活的理念。 

1  “慢设计”理念的产生与内涵 

瑞士建筑设计师 Atelier Peter Zumthor 最早提

出“慢设计”这理念，源于 20 世纪末期欧洲兴起的

“慢运动”，最突出的是意大利的“慢食运动”，号召

人们反对快餐食品，提倡使用原始的配料和传统

的制作工艺，从而增进人与人的情感交流，品味

生食品，唤起了人们最本真的文化记忆，也促进

了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感受生活的乐趣[1]。于是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自身的生活状态进行反思，

并逐渐认识到身体和心灵健康的重要性。如今高

速度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和高科技的象征，人们追

求现代化，急于用高科技来解决遇到的问题和困

难，但却带来产品质量降低、贫富差距加大以及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改变这种现状，慢设计理

论应运而生。 

慢设计作为一种新的设计理念，它不是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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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长短，而是强调设计师在平和、放松、 随

性的感知状态下进行创作，寻找人类内心最纯真的

状态[2]。慢设计的本意是在喧嚣的都市里享受片刻

的宁静，放下功利，领略内心的洁净与美丽，感知

真实生活的乐趣。比如大多数成都人去茶楼约人谈

事，不仅联络了感情，又交流了信息，同时也带来

经济的效益。将生活和工作结合在一起，则体现出

慢的最高境界。因此，慢设计理念要求设计者借鉴

大自然、回归自然，通过考虑大自然中人与自然设

计元素互动的一种方式，从而获得产品设计的灵

感，它是传统文化与现代产品结合的成果。慢设计

理念崇尚自然之美，倡导返璞归真的设计理念与中

国道家思想不谋而合。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在不

同的道路上探索真理和追求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止，

但最终都会殊途同归。 

2  慢设计理念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2.1  注重情感交流的设计   

功能化的高科技给人们带来对产品冷漠、刚硬

的感觉，随着现代生活物资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

文化需求不断提高，设计将被重新定位与思考。慢

设计理念要求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情

感因素，遵循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可以从大自然或

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获取灵感，让产品舒缓快节奏的

生活压力，最终设计出来的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人的

需要，还增强了使用者与产品的情感交流，让人们

的生活充满快乐和情趣[3]。在设计过程中，慢设计

关注产品的互动性，为使用者提供思考的空间和交

流的空间，使产品为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 

设计师 Alessandro 所设计的开瓶器（见图 1），

以冷硬不锈钢的材质为主，搭配 AnnaG 讨喜的笑

脸，辅以活泼鲜艳的色彩，使产品具有独特的魅力。

这样的造型出现在厨房中，很快抓住了人们的视

线，自然会让人们产生一种亲切和愉快的感觉。这

种想象力与创造力使得人们对于一个开瓶器有更

多的关注，更加想要加入用这个独特造型的开瓶器

去开瓶的这一过程中，并带来无限的便捷和乐趣。

该款产品独特的卡通造型，蕴含了丰富的诗意，感

性与幽默感等内在的力量，使产品变成了一个趣味

性、互动性的融合，更好地实现了人与产品的情感

交流。 

2.2  注重文化的设计  

慢设计通过提倡发展传统文化和地域性文化，

来维护地域性社会文化的利益。慢设计打破和重塑

传统地域性的限制，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产品进行

设计创新，使设计与文化相交融，让人们在使用产

品的过程中，领略特定的传统文化魅力，从而对传

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发扬。慢设计理念虽然兴起于欧

洲，这并不代表其理念内涵都来自西方，它与中国

传统文化都讲究自然、和谐、人性化的思想，比如

中国道家思想将人和自然的关系描述为和谐共生

共荣的“天人合一”的自然状态,与慢设计理念有着

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这种理念引导设计师在设计

时，要具备耐心、谨慎、深思熟虑的态度，注重从

传统文化中挖掘精神内涵，用文化的力量净化人们

浮躁的心灵[4—5]，从而促使慢设计在中国的传播得

以发展，这是中西文化的合璧，是人类设计走向世

界的融合点。 

 

图 1  AnnaG 开瓶器 
Fig.1 AnnaG bottle opener 

中国设计师叶宇轩凭借“水滴壶”（见图 2）荣获

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此壶专为普洱茶所设计，体现了

东方的人文精神同现代的观念相结合，正如老子所说

“上善若水”一样。此壶形似水滴，置于手中似乎便将

无形的水掌握其中。3 只杯子的寓意为“三人行必有

吾师”，其理念并没有具体的直观中表现使用者之间

有效的沟通，受众只有在使用过程中体现中国符号，

但传统的韵味却表现的淋漓尽致，通过产品能够更深

刻的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及情感的体验，达到“天

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2.3  注重材质与环保的设计 

慢设计理念主张以自然为主题，简约而不简单

的设计受到人们的追捧。慢运动起源于西方，人们

普遍认为“慢设计”的最好诠释者是日本生活品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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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滴壶 
Fig.2 Water droplets 

印良品”的设计作品。无印良品产品还原设计本身，

尊重人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设计的产品从材料的

选取上，奉行绿色、健康、环保的选材理念，它以

简约、纯朴的设计风格贴近于人的内心，让人们感

受到简朴、诚实的设计精神。产品使用安全、环保

再生材料，不仅能确保使用者的身心健康，同时能

够做到认识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达

到了“天人合一”的状态，其重视设计本身，以提高

材料利用率，从而真正实现持续发展[6—7]。 

日本设计师深泽直人设计的“广岛之椅”系列

家具（见图 3），在造型上以简约、朴素风格为主，

带有直线和方形的设计元素。桌椅的设计表现出对

程中体现出传统和工艺的和谐交融。“广岛之椅” 

 

图 3  深泽直人设计的“广岛椅” 
Fig.3 "Hiroshima chair" designed by Naoto Fukasawa 

材料的诚实，强调产品细节的把握，同时在生产

过在椅背和椅面的设计上，通过柔软曲线的连结

充分的展现出来，既满足了舒适与自然的美感，

又营造出一种温馨宜人的感觉。材料的诚实，强

调产品细节的把握，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体现出传

统和工艺的和谐交融。“广岛之椅”在椅背和椅面的

设计上，通过柔软曲线的连结充分的展现出来，

既满足了舒适与自然的美感，又营造出一种温馨

宜人的感觉。 

3  基于慢设计理念的原创设计实践 

3.1  慢设计理念的实践意义 

 “慢设计”属于一种新兴的设计理念，所追求

的思想境界与东方传统设计文化有共通之处，在中

国的传播和发展获得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慢设计理

念重视传统文化及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与传承，维护

社会的文化利益，使传统文化的传播，增加了产品

与人的情感交流，强调人与自然地和谐相处，达到

回归本心的状态。将慢设计理念设计方法与中国特

色文化相结合，能够真止体现东方韵味的和谐，这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突破点，是

一个值得进行实践的尝试[8—9]。 

3.2  实例创作展示 

坐具组合设计（见图 4），是一套小型坐具组

合的实例创作。该产品充分运用慢设计理念的设计

方法，通过简洁的造型和装饰，则体现了中国设计

元素的韵味，通过自然色彩和天然材料体现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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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回归》 
Fig.4 "Return"  

渴望自然的回归。 

 本设计具有中国传统座椅设计的特点，保留了

完整的自然木纹， 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体现了

追求自然之美的道家思想精神。在色彩方面，选用

天然的原色材质，呈现了一种自然、宁静、和谐的

感觉，能够真正回归自然的状态，符合健康环保的

理念。该产品家具纹饰上选用中国窗花图案，使其

富有时代特色，同时也体现民族个性。该设计在产

品的形态上化繁为简，通过简单精炼的线条以及体

面的关系来体现产品的艺术性和使用性。座椅下方

的敞开式储物柜可放置报刊杂志等零碎的小物件，

便于收纳整理，满足产品功能性的需求。座椅以拼、

拆、变、组的形式来满足人们追求个性化定制、参

与设计的愿望，使人们在家居布置时可以从中体会

到生活的乐趣，并为家人的交流和共享的生活提供

了一个特别的空间和不同的使用体验，则体现人文

关怀的精神。座椅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回字纹元素，将中国传统符号独特鲜明的形态重新

塑造成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的家居产品，寓意回一种

温暖，回一种心情，营造出一种温馨美好的生活，

充分发挥了蕴含的文化内涵，提升了家具设计的文

化底蕴，体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的完美结合。 

该原创设计将“文化”、“情感”、“环保材质”设

计方法都用于坐具组合中，在椅子的造型和中国传

统元素归纳运用方面都有很大的创新，这对今后基

于慢设计理念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4  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现代人生活品味的提

高,进而推动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早期的设计

从追求产品功能和审美功能发展到强调情感、返璞

归真、追求文化，这也是人们心灵深处的一种呼唤。

而慢设计理念有实现良好的日常生活体验、真正的

幸福生活和社会可持续性上的优势，它以简约精致

的产品创造大众优质的生活，很好的迎合了时代需

求。一款贴近人们生活的产品要获得消费者的喜

爱，必然是考虑多方面综合的要素，需要在功能、

形态、材质等方面都体现慢设计的理念，这些要素

综合配合才能达到慢的效果。将慢设计理念应用于

产品设计不仅满足了功能性的需求，也唤起人们渴

望回归自然的情感需求。同时以继承传统文化的积

极态度，创作出既有传统中国特色，又具有时代感

的设计作品，把并挖掘设计灵感并结合现代人们的

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为中国文化创意设计产业的

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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