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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将解构主义有机化的设计风格从建筑设计引入电动车内饰造型设计，分析和总结解构主义

有机化的设计风格在电动车内饰设计中的造型方法。方法 通过分析解构主义有机化的设计风格在建筑

设计中的应用现状，总结出其表现手法和造型语义；并且以视觉思维为理论指导进行分析，通过对电动

车内饰造型中的解构主义有机化设计风格的应用现状进行视觉思维三阶段的分析，探讨解构主义有机化

的设计风格在电动车内饰设计中的应用方法。结论 通过对现有解构主义有机化设计风格的电动车内饰

造型设计的视觉思维分析，总结出解构主义有机化的设计风格在电动车内饰设计中的造型方法，并引入

电动车内饰造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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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Thinking Analysis of Organic Deconstruction in Electric Car's I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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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style of deconstructionism is introduced from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to the modeling design of 

electric vehicle interior decoration, and the modeling method of the organic design style of deconstruction in the design of 

electric vehicle interior decoration is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construction of organic de-

sign style in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atus quo, its expression and other semantic and visual 

thinking are summed up. The visual thinking as a theoretical guide theory is analyzed, by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of 

deconstruction and organic design style in the modeling of electric vehicles, the three stage of visual thinking is analyzed, 

so a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deconstruction organic design style in the design of electric vehicle interior decoration. 

Through the visual thinking of deconstruction organic design style electric vehicle interior modeling analysis, it sums up 

the modeling methods of deconstruction design style organic electric vehicles in the interior design, and introduces the 

new design style for vehicle interior styling design provides new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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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电动车研究开发已经得到各大汽车公司的

重视，电动车内饰是整车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内

饰设计能带给使用者更加舒适的体验[1]。现阶段电动

车内饰设计多采用传统汽车内饰设计风格，未形成自

己的设计风格。传统汽车为机械类产品，在内饰设计

上更为突出表现机械性能，而电动车作为新能源车，

在内饰设计上应突出电动车的节能环保理念与科技

感。同时，电动车内饰设计风格应吸收当代社会文化、

美学思想以及艺术设计、建筑设计中的潮流与风格。

本文试图从视觉思维角度出发，将建筑领域的解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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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有机化设计风格引入电动车内饰设计中，为设计者

提供新思路。 

1  概述 

1.1  思想来源 

解构主义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由法国结

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提出。解构主义从本质上而言是

对结构主义的反叛，意为“分解之后再构成”[2]，美国

建筑大师文丘里曾表示解构主义是“不传统地应用传

统”。解构主义者认为结构具有不稳定性和开放性，

他们追求事物的多种可能性，继而为突破现状与自

我、实现创新提供可能。 

1.2  趋势 

有机主义追求对自然、历史、人文的尊崇以及人

与自然相和谐。如今，解构主义更加注重与文化、环

境、自然的和谐，在设计中更多吸收自然元素，采用

仿生设计形式，对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这与有机主

义所追求的目标不谋而合。受到当代审美文化影响，

无论从文学、艺术、建筑、产品等领域，解构设计都

呈现出有机化趋势[3]。赵晓阳[4]通过对解构主义哲学

及其美学思想基础和有机主义的哲学及其美学思想

基础进行分析，得出解构主义有机化的美学思想和形

态表现符合当今的社会的文化趋势。 

2  建筑设计中的解构主义有机化 

解构主义并非随心所欲，就其本质而言，解构主

义的各设计元素之间具有高度秩序性和协调性，它们

之间的联系是内在而非表面，是有机而非机械，可谓

形散神聚。在当代， 受瞩目的解构主义建筑大师当

属扎哈·哈迪德，她在前人基础上于设计中融入有机

元素，并注重与周围环境相融合，她的设计作品犹如

自然生长的形态一般随机、自由、流动、非线性、不

规则，且具有雕塑感和未来感[5]，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审

美，见表 1。解构主义有机化的设计风格势必对电动车

内饰设计产生深刻影响，为设计师带来创作灵感。 

表 1  解构主义有机化设计风格的建筑造型语言 
Tab.1 The architectural modeling language of organic deconstruction design style 

代表作品 表现手法 造型语义 

 
阿布扎比文化艺术中心 

将自然形态抽象化， 

对有机形态进行模拟 
仿生、有机、自由延伸、流动、 

生命力、雕塑感，与环境浑然一体 

 
北京银河SOHO 

对界面采取重叠、 

错层以及渐消处理 
简单与复杂相统一、圆润、 

未来感、科技感、整体化、雕塑感 

 
布加勒斯特大楼 

在建筑表面采用了拓扑几何学原理

进行分形处理，以及片体、折面设计
材料结构相统一、整体与局部相似 

 

3  电动车内饰解构主义有机化的视觉分析 

3.1  视觉思维理论 

格式塔心理学家阿恩海姆认为视觉活动是一种

思维活动，具备思维所具有的认识和理解能力，以及

对外物形态进行简化和组织的能力[6]。这种思维活动

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视觉活动探索的 终选

择。成熟的视觉作品具有复杂、统一的特点，以及紧

张、变化、节奏和平衡的运动规则。王金瑾等[7]以阿

恩海姆视觉思维为立足点，总结出了解读产品造型 3

个阶段，见表 2。通过视觉思维解读产品三部曲，设

计师可以更加了解产品带给观者的视觉体验过程，从

而将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有机解构设计风格更好地运

用到电动汽车内饰设计上，使电动车内饰更具生命力

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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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产品造型视觉思维分析过程 
Tab. 2 Product modeling visual thinking analysis process 

阶段 作用 

初始认识阶段 对产品整体进行感受 

产品分析阶段 
对产品各设计元素进行分析， 

寻找其内部联系与规律 

验证或 

纠正阶段 

分析产品设计元素与整体内在， 

联系以及验证或纠正初始感受 

3.2  在电动车内饰中应用分析 

3.2.1  电动车内饰中解构主义有机化设计风格 

在科技化大背景下，电动车不仅在技术层面寻求
突破，在汽车内饰设计上也力求突破以往风格，追求
更加大胆、新奇、前卫、个性、未来感十足的设计。
各大车企不断推出新设计风格的作品，以此来提高市
场竞争力，如宝马的“火焰设计”、福特的“动感设计”、
现代的“流体雕塑设计”、卡迪拉克的“钻石切割设计”

以及奔弛“海洋生物美学设计”等设计风格。笔者收集
了近几年来具有代表性的 6 款电动车内饰造型设计。
这些电动车内饰设计或采用仿生自然有机线条设计，
或采用复杂层面设计[8]，见图 1。这些电动车内饰造
型设计，吸收了建筑设计中解构主义有机化设计风格
造型语义，结合触摸式显示屏、HUD 抬头显示器、室
内氛围灯等设计，使电动车内饰更具科幻感和未来感。 

3.2.2  电动车内饰解构主义有机化的视觉分析 

解构主义有机化设计风格汲取解构主义以及自

然形态中的养分，结合当代人们对于美的全新见解，

成为设计发展新趋势。在解构主义有机化造型语义

中，采用柔美、圆润、流畅、有机的自然线条，不对

称、不规则的自由形态；对于传统汽车造型特征元素

解构重塑，在形面设计中摒弃了简单的几何图形，采

用复杂的形面设计，看似“形散”却“神聚”，使产品焕

发着科技感和未来感。解构主义有机化设计风格势必对

电动车造型及内饰设计带来巨大影响，给人们带来视觉

上的颠覆性冲击力。与此同时，设计必须考虑实用性合

理性。笔者选取别克 Riviera 内饰造型设计为范例进行

视觉思维分析，将建筑设计中解构主义有机化设计风格

造型语义转变成为电动车内饰造型语义，指导设计。 

1）初始认识阶段。这个阶段是对汽车内饰整体

的感知阶段，主要是观者对内饰的整体布局、材质、

色调以及设计风格的整体感受。Riviera 的整个内饰

通过流畅的折线设计连接起来，造型浑然一体，简约

时尚。在色彩方面，Riviera 师承自然，深受中国“金

镶玉，玉镶木”的影响，采用喷砂铝合金、LAVA 绒

面麂皮与黑檀木等材质的搭配，人文情调十足。在设

计风格方面，Riviera 取材自然，将水流之势的流畅、 

图 1  6 款电动车内饰设计 
Fig.1 Six electric car interior design 

优雅、奔腾、动势融合形成“流体雕塑美学”风格。这

些给观者以整体感、雕塑感、科技感、未来感。 

2）产品分析阶段。这个阶段是有意识地验证第

一阶段初始观感，对造型整体、细节进行理性分析，

寻找各个设计元素之间的联系与规律。线条是构成形

态的基础，线条的走势决定了形面的变化方式[9]，笔

者将 Riviera 内饰抽象成为线条，见图 2a，通过分析

线条来分析内饰造型。蓝色线条代表内饰轮廓，绿色

线条代表仪表板，红色线条代表座椅。在 Riviera 内

饰中，多采用折线设计，转折处采用圆角过渡，给人

以凌厉却又不失优雅的感觉。在形面过渡处多为渐消

面设计，给内饰造型带来起伏光影变化，增加内饰质

感。线条 A 和 D 对仪表板、前排座椅形成包裹，线

条 B 和 C 则从仪表板下方贯穿前座椅并延伸到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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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别克 Riviera 内饰 
Fig.2 Buick Riviera interior 

座椅。在仪表板部分，见图 2b，采用有机线条设计，

其中穿插了折线，渐消，错层等造型方法。绿色线条

1—4 代表主仪表板，在仪表板的设计上，同样采用

折线加圆角的设计方法，整个内饰风格更加统一。线

条 5 是主副仪表板进行连接的重要错层设计，这条折

线角度较大，符合美学中统一与打破关系，使内饰造

型更加丰富。线条 b 延续了线条 5 的走势，使副仪表

板与座椅部分相互联系，风格统一。Riviera 仪表板采

用全触控操作方式代替传统机械操作，突出了电动车独

有特点。显示屏造型随着面板的流动形成，连接之处用

金属材料过渡，增加内饰视觉冲击力。Riviera 内饰设

计整体简洁，细节丰富，设计有简有繁，错落有致。 

3）验证或纠正阶段。这一阶段是通过第二阶段

对 Riviera 内饰分析验证第一阶段的初始观感。首先，

Riviera 在形面设计上采用了折面、渐消、错层、穿

插等设计手法，并通过不同材料之间的组合，为形面

增加丰富光影变化，使内饰更具质感。其次，仪表板

形面设计一气呵成，主仪表板与副仪表板、触控屏与

面板浑然一体，整个产品更具流动感和整体感。 后，

在操作方式上，用全触控和 HUD 代替了机械操作以

及仪表盘，在内饰中增加了蓝色氛围灯，使产品更具

科技感和未来感[9]。 

3.3  解构主义有机化造型趋势分析 

通过案列分析，将建筑中的解构主义有机化设计

风格造型语言与电动车内饰造型方法相结合，总结概

括为 4 种造型方法，见表 3。通过这些设计表现手法，

电动车内饰更具视觉冲击力，突破了传统汽车千篇一

律的设计风格。 

表 3  解构主义有机化设计风格造型方法分析 
Tab.3 Organic deconstruction design modeling method analysis 

造型方法 实例 设计描述 

折面 

 

带有棱角转折，给人力量感、方向感、速度感，转角处圆角过渡，又

给人以流动感、美感；折面设计增加产品光影变化，线条感。 

渐消 

 

渐消曲面设计可以打破呆板设计，形成方向感和动势，以及高低落差

的曲面设计，使产品光影变化更为丰富更具雕塑感[10]。 

错层 

 

错落有致的层面设计让产品形面变化更加丰富，细节之处更加精致、

细腻；搭配不同材质、颜色设计，让产品更具质感。 

有机 
提取自然中有机形态，将其进行抽象，运用于设计，给人以流动感、

自由延伸感，赋予产品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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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动车内饰造型设计实践 

本设计案例基于国内某自主品牌与校方合作的

电动车设计项目。其要求如下：在城市内使用的一款

电动车设计，其内饰设计体现电动车科技感、未来感

特征。笔者基于解构主义有机化设计风格造型方法进

行了电动车内饰方案设计，见图 3。仪表板部分在操

作方式上采用了全触控，在造型上采用了有机流线型

曲面设计，并配有渐消面设计，形成方向感以及动感。

在座椅造型上采用了折面和错层设计，采用了蓝白的

配色方案，使产品更为细腻、更具质感。仪表板采用

了银灰色和蓝色设计，并加入了蓝色氛围灯设计，灯

光变化丰富，使电动车更具时尚感和科技感。 

 

图 3  电动车内饰设计方案 
Fig.3 Electric car interior design 

形面是汽车造型中表达的基础，形面的变化可以

丰富电动车内饰造型语言，将折面、渐消、错层、有

机等造型方法进行不同方式的组合，产生有棱角的、

硬结合的、硬转折的[10]形面变化，给人以凌厉感、方

向感和速度感；亦可产生柔美的、圆润的、自由延伸

的形面变化，给人以流畅、柔美、典雅的感受[7]。解

构主义有机化设计风格表现出了强烈的科技感和未

来感，它所包含的美学思想以及造型方法都符合时下

人们所追求的社会文化以及审美价值，因此，研究有

机解构主义设计风格造型方法，有助于为设计者们提

供电动车内饰设计新思路。     

5  结语 

在当代，建筑设计中呈现出的解构主义有机化设

计风格势必会对汽车造型以及内饰设计带来新的灵

感、新的方法、新的思路。电动车内饰设计是整车设

计中的重要一环，而消费者对电动车内饰需求已经不

仅仅局限于舒适性，也更加注重良好心理体验过程。

研究解构主义有机化设计风格在电动车内饰中的应

用，不仅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且对我国自主研

发电动车内饰设计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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