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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多模态隐喻在产品设计中的设计方法。方法 归纳多模态隐喻在产品设计中的表现形式，

深入分析其在产品设计中的创建机制与方法。结论 提出以产品图像、动作、声音、空间为元素的多模

式的产品设计创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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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design methods of multimodal metaphor in the product design. It induces the charac-

terization form of multimodal metaphor in the products design and studies the creating mechanism and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 design. Product design methods are proposed, which include the product image, movement, sound and 

space as th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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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是指一个认知域中的概念系统地用于对另

外一个认知域中的概念进行表达[1]。它是人们借用具

体、有形、简单的始源域来表达复杂的目标域的一种

表达方法。多模态隐喻是隐喻的一个分支，它分为始

源域和目标域，主要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模态来呈现的

隐喻[2]。Forcevile 把此概念中的模态分为 9 种，即图

像符号、书面符号、口头符号、手势、声音、音乐、

气味、味道和接触。多模态隐喻从图像隐喻发展起

来。它使隐喻研究从只关注概念隐喻的文字表征，转

向关注语言文字只担任其中一种交际模式的多模态语

篇表征。本文从产品设计的角度入手，探讨多模态隐

喻在产品设计中的构建机制和设计表征。 

1  多模态隐喻在产品设计中的创建机制 

多模态隐喻在产品中以两种或两种以上模态呈

现 。 它 通 过 产 品 设 计 师 赋 予 的 始 源 域 来 构 建 目 标

源，即产品，使产品各元素得到相应的物理形式分

配， 终创建的目标源产品能够传达产品的属性、

功用及其心理、社会、文化意义等。 

始域源和目标源是多模态隐喻在产品创建过程

中的两个方面，见图 1。始域源分为始域源概念层和 

 

图 1  多模态隐喻在产品设计中的架构模型 
Fig.1 The model framework of multimodal metaphor in the 

product design  



158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11 月 

 

始域源表征层，有时这两层指同一事物，有时则指

两种事物，即通过表征层来体现另一事物。目标源

指产品属性，即产品的造型、材质、结构、功能、

色彩等内容。多模态隐喻在产品中的创建机制在于

始域源和目标源的架构。 

1.1  相似性是多模态隐喻在产品设计中创建的基础 

产品设计的多模态隐喻是在没有任何联系的概

念范畴之间寻求相似性，从而建立始域源与目标源的

架构机制。相似性的寻求主要从事物的现象特征和质

地内容两方面。从产品设计角度而言，现象特征主要

指形态、色彩、材质等表面可感知的内容。质地内容

主要指产品的功能、性能、特质或产品文化理念意义

等内涵。隐喻学者 Forceville 还指出，相似性不仅限

于事物或情景内部的结构特征，更是出于事物或情景

之间及外部的临近关系，以及事物或情景所附带的基

于文化规约的情感、态度、愿望等[3]，因此，始域源

和目标源之间的相似性未必是预先客观存在的，该相

似性可以通过设计者创造性地表达出来[4]。产品设计

中始源域与目标域的相似性，是设计师透析产品本

身和外围临近关系，结合用户及自身经验知识来认

识事物的结果。  

1.2  产品用户的意象性是多模态隐喻发生的重要条件 

多模态隐喻在产品中的应用要符合产品用户意

象认知特征。这涉及到产品特定用户群体的思维定

势、审美取向、知识储备、社会风俗、人群惯例等

心理场内容。意象本身是始源域和目标域映射到用

户大脑神经中的产物，它促进了产品多模态隐喻的

发生。设计者只有把握用户的意象，才会使用户更

易解读多模态隐喻中产品的个性、文化理念、功能

优势等。当然，用户文化性的差异，也引起隐喻映

射的差异。这种差异来自进化过程中不同生存环境

的塑造，也有文化规则和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的作

用[5]。 

1.3  转喻体的选择是多模态产品设计的关键 

多模态隐喻意义整合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动态运演过程 [6]，其运演的前提是概念转喻过程：

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或认知域矩阵中，以概念相

对凸显为原则，用一个认知域激活另一认知域的操

作过程[7]。学者 Panther & Thornburg 认为，转喻的主

要作用是指称与激活两个范畴域 [8]。多模态隐喻产

品 的 概 念 转 喻 过 程 通 常 用 某 一 局 部 或 细 节 中 的 造

型、色彩、机理、构造等来表征概念成分，担当源

域的概念参照点，激活满足隐喻投射所需要的概念

成分。厨房收纳用具见图 2，其设计重点是勺子把

柄。它的特殊设计激活了始域源和目标源。勺子柄

部分特征激活了整体概念，使产品收纳到盒子里时

像个牛头。勺子充当指称转喻，用部分概念代替整

体概念，主要作用是指称。与勺柄配合的收纳盒形

态充当了述位转喻，即对两个范畴域的相关特性进

一步转喻拓展。 

 

图 2  厨房收纳用具 
Fig.2 Kitchen ware 

2  多模态隐喻在产品设计中的表征形式 

2.1  以图像置换为主要表现手法的多模态隐喻产品 

图像确立过程就是组织意义生成的过程 [9]。随

着电子化的发展及人们对黑箱子式产品的厌恶，以

图像造型为主元素的隐喻产品得到发展。在产品设

计中，图像隐喻的表达分 3 种。一是产品实体本身

做装饰图像表达；二是借助产品自身实体空间进行

图像表达；三是产品图像的隐喻由内置软界面加以

表达。飞利浦剃须刀侧面曲线就是截取男性喉结局

部特征进行置换；咖啡杯见图 3，通过整体图像造型

营造温馨休闲气氛。产品中所刻画的图像往往是始

域源或目标域内形态、色彩、质地、形体、构造等

直观特征的形象或场景。 

 

图 3  咖啡杯 
Fig.3 Coffee cup 

2.2  由两种模态构成的多模态隐喻产品 

2.2.1  图像和空间环境配合的多模态隐喻 

Lakoff 和 Johnson 认为，空间隐喻在人类的认知

和抽象概念系统的形成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10]。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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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空间环境作为一种辅助模态，可帮助产品

更完整、生动地表现产品内容。酒架见图 4，运用酒

瓶图像造就空间变化状态，其塑造的形象时而丰盈

时而瘦弱。空间还具有亲密特征。产品的空间变化

能带给用户不同的动态画面和心理体验。  

 

图 4  酒架 
Fig.4 Wine rack 

2.2.2  图像和声音配合的多模态隐喻叠加 

语言学隐喻的研究中，Sellers 认为书写的持续

性和声音的韵律，通过彼此间的相互转换可以创造

出一种震撼的效果 [11]。产品设计融入声音功能可使

产品在图像等功能基础上增添新体验。ALESSI 的鸣

叫水壶将小鸟转喻体通过声音鸣叫的述位转喻来强

调水烧开的特征，其始域源概念层是表达提醒水烧

开的功能。产品中声音隐喻使用户通过听觉器官达

到知觉与视觉的多模态合成。 

2.2.3  图像和动作配合的多模态隐喻叠加 

国内学者张辉曾依据隐喻手势来研究奥巴马和

罗姆尼在电视辩论中的认知识别。动作隐喻已在学

科研究中展开。产品设计中动作隐喻方法可概括为

两个方面。一为产品自身动作配合引发的多模态隐

喻，二为借助用户动作配合引发的多模态隐喻。开

瓶器见图 5，安娜人物不仅仅是静态的图像隐喻，当

用户使用开瓶器时，安娜张开双臂不断旋转，如同 

 
图 5  开瓶器                   

Fig.5 Corkscrew   

舞者。动作配合产生新的动态图像隐喻。这个案例

属于自身动作配合引发的多模态隐喻。 

2.3  由三种模态配合的多模态产品隐喻  

2.3.1  声音、动作和图像配合的产品隐喻   

声音、动作和图像配合的产品隐喻将产品的操作

与形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设计师李剑叶的设计作品

门铃就以钢琴琴键做为图像元素。当按门铃动作发生

时，悦耳铃声产生。犹如弹奏钢琴般美妙的体验。

图像、声音、动作配合，创造了令人愉悦的产品使

用体验。 

2.3.2  空间、动作和图像配合的产品隐喻   

碎纸机见图 6，是空间、动作、图像配合的案例

产品。碎纸机的特殊处在于刀口为树叶形，它是“图

像”产生的前提。当使用碎纸机时，纸张通过刀口成

树叶状，飘落在下方虚空间环境中。这就是多模态隐

喻中的“空间”。而后人们扫落叶的感受又增强了产品

体验。本案例中树叶形纸为多模态产品隐喻的“图

像”，“空间”则是碎纸机下方的虚空间。“动作”有两

个，一是使用碎纸机的动作，二是扫落叶的动作。两

次动作增强人机互动，人的心智也通过空间动作有了

心灵体验。 

 

图 6  碎纸机 
Fig.6 Paper shredder 

通过以上多模态隐喻产品的表征元素与形式，可

以发现图像是产品多模态隐喻的基本元素，动作是产

品多模态隐喻的常用元素，优秀的多模态隐喻产品往

往是混合多种构成元素来表达设计思维。   

3  案例实践 

本文以办公用品转笔刀为例进行多模态隐喻产

品设计。市面常见的运用仿生设计手法的转笔刀，虽

具可爱造型，但用户使用时有暗箱操作感，不能知晓

笔的加工状态，需凭经验或多次拨出以观察削笔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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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因此设计的出发点为改变用户的暗箱操作感，提

升使用体验。这成为多模态隐喻创建机制中始域源概

念层。解决的方法为做“可视化”的削笔刀。笔者学生

运用发散思维和多模态隐喻设计方法获得的 4 个概

念设计方案，见图 7，分别通过头盔、咖啡杯、火山、

小人作为始域源表征形式赋予到转笔刀中。其中方案

头盔、咖啡杯、火山是通过物理状态的可视化解决用

户暗箱操作感，即可视化的透明空间。从多模态隐喻

设计手法分析，头盔式转笔刀采用的是单纯的图像造

型法。火山、咖啡杯采用了图像、动作、空间的综合

表达方法。当转笔动作开始时，空间状态发生变化，

犹如火山喷发或咖啡杯内鼓泡泡的体验。小人图形的

方案在解决暗箱操作问题的方法上与其他几种方案

不同，采用的是心理空间的“可视化感知”来解决问

题。当转笔动作发生时，小人开始围绕圆台走路，音

乐响起。当笔削完时，音乐停止，小人走完完整的圆

台。小人图像的设计采用了二次动作加音乐的方式，

由转笔的动作带动小人走路的动作，同时又加入声音

的元素，其运用到的是声音、动作、图像的综合设计

方法，用户的体验感知力更强。 

 
图 7  方案  

Fig.7 Solution 

4  结语 

本文从多模态产品隐喻的概念内涵、创建机制、

设计表征形式方面做了一定的理论研究和分析，特别

是归纳提炼了产品图像、动作、声音、空间的在产品

设计中的配合表征方法，并通过转笔刀案例进一步说

明多模态隐喻设计相关理论问题。多模态隐喻在产品

设计上的研究属于跨学科非语言隐喻研究，它给产品

设计理论研究和设计方法带来崭新的视野。随着多模

态隐喻研究热潮的展开，多模态隐喻产品的设计研究

也将为产品设计方法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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