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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海昏候饮食器具相关元素对现代产品设计的参考与借鉴，为现代产品设计提供新的思

维方法。方法 以海昏侯出土的饮食器具为范例，通过消费类型、消费特点、消费需求的不同，将产品

设计分类研究，并从大众化产品、小资化产品和精英化产品 3 个方面分析海昏候饮食器具对产品设计的

影响。结论 现代产品设计面向不同消费类型，消费者因经济、喜好、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地方习俗

等不同，对产品的审美趣味、购买需求也有较大差别。根据消费者的消费类型、消费特点、消费需求，

将设计分为功能至上，简约化的大众化设计；忠于品牌，且追求品质的小资化设计；具有精致与质量双

重追求的精英化设计。海昏侯饮食器具对上述 3 种消费类型的产品设计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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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ation from Haihunhou Dietary Utensils for Modern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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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reference of related elements of Haihunhou dietary utensils for modern product 

design, to provide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modern product design. Taking the dietary utensils unearthed in Haihunhou 

as an example, the product design was classified and studi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onsumption types,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umption demand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Haihunhou dietary utensils on product design wa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r products, petty-backed products and elite products. Modern product design is 

oriented to different consumption types. Consumers have different aesthetic tastes and purchasing needs because of dif-

ferent economies, preferences, living environments, lifestyles and local customs. According to the consumer's consump-

tion type,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umption needs, the design is divided into the popular functionally supreme 

design featured by simplicity; the petty-backed design loyal to the brand and in pursuit of quality; and the elite design in 

dual pursuit of refineness and quality. Haihunhou dietary utensils can enlighten the product design of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types of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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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因人的需求而产生。产品设计是设计个性和

消费者审美结合的产物。它不同于艺术品，必须被消

费者所接受。消费者之间的沟壑是客观存在的，例如

经济实力、地位、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不同，导致

产品需求不同，却没有高雅与庸俗之分，任何类别的

消费者都有权得到满足。饮食是与人民生活最密切的

事情，它在文化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饮食形式上

表现出生活方式的不同，内涵上体现了不一样民俗和

信仰。饮食器具作为饮食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祭

祀当中是王权与礼制的象征，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的一

种形式体现，具有明显的精神文化特征。它体现在文

化上、艺术上、美学上、工艺上乃至风俗信仰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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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与思想都值得去考究[1-3]。西汉饮食器具在历史

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海昏侯贵为汉武帝之孙，曾经

经历西汉王朝由帝、王到侯三重身份地位的王权风

波，身份显赫，又因汉朝厚葬之风盛行，因此，此次

海昏侯出土的饮食器具非常全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研

究价值。以海昏侯出土的饮食器具为范例，分析它给

现代产品设计所带来的启示 。 

1  海昏侯饮食器具与大众化产品设计 

1.1  海昏侯饮食器具中大众化产品设计的特点 

在海昏侯出土饮食器具中发现了多种青铜器、漆

器、陶等产品。它们作为传统器具奠定了当时人民的

审美基础。汉代从海昏侯饮食器具研究上来看，其中

的大众化设计产品，十分注重以人为本，在满足设计

功能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人和产品的协调关系，进一

步满足了人的使用目的。海昏侯出土的鼎，相比于周

朝，礼器功能减弱，逐渐转变为人民的日常用具，相

比于战国，没有了当时繁多的装饰花纹以及镌刻纹

理，生产数量的增加更加符合人使用需求，这种鼎的

设计将和结构没有关系且不影响使用的视觉元素摒

弃掉了，更加凸显了鼎本身的结构美、比例美以及空

间美，展现出了简约的典雅和精确。这种鼎的设计开

创了一种清新简洁、比例优雅、造型冼练的设计风格，

这就是大众设计的魅力之一。 

大众设计的功能至上是设计美学的表达方式，主

要分为 3 个方面。一是产品结构本身展现出来的美。

青铜素鼎，它独特的几何外形、光泽、对称、均衡等

诸多形式要素。二是由材料本身特性被设计发挥出来

的美。漆器采用木胎本质，利用天然漆，表现出材料

的原始美感以及凹凸的肌理。三是组合结构展现出来

的美，组合结构不同于产品结构，它是从器具的模块

化来定义的，为了满足特别的需求，通过特殊的逻辑

关系把单个产品进行组合，以达到目的。例如海昏侯

出土的青铜火锅见图 1，足部成三角状支架支撑，形

态稳定，上端放置一个窄口大肚铜器，既可以尽可能

地容纳较多食物，又便于盖盖子。三只耳柄位于三足

正上方，利于提携。下端搁置着一个瓢状火盆，放置

木炭，出口处方便加碳以及取出灰烬。每个部件都是

一个单体之间没有连接，既方便使用，又方便清洗与

放置。这种产品模块化只是产品组合结构中的一种。

再例如海昏侯中出土的青铜蒸馏器见图 2，外表为圆

筒形状，双层内壁，中空，采用空气冷却原理。从原

理上来看，它和现在的青铜蒸馏器没有太大变化。它

里面装满板栗、荸荠、菱角、花生等果实，表明与酿

造果酒有关。 

大众化设计虽然功能至上，但是也会注重对使

用心理的研究，包括人们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在

使用素鼎时，再也不用担心繁琐的花纹雕刻会藏污 

 
 

图 1  青铜火锅 
Fig.1 Bronze hot pot 

 

 
 

图 2  青铜蒸馏器 
Fig.2 Bronze distiller 

 

纳垢了，更加方便使用者清洗；当使用青铜火锅时，

比其炊具使用更加便捷了；当使用青铜蒸馏器时，

虽然它不是时时让你把玩的物品，但是它淳朴的外

表就像它发酵的酒酿，只有安静地放置在角落才能

酝酿出佳酿。 

1.2  对现代大众化产品设计的启示 

海昏侯饮食器具中大众化设计的设计特点，为现

代大众化设计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首先大众化设计

主要针对人群需要的是基础、实用、好用、功能至上

的产品，至于设计风格、设计创新性等不用深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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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利用自身功能造型来达到装饰的效果。例如酒精炉

火锅见图 3，使用方式沿用了海昏侯青铜火锅的原理，

其中锅体可单独取出；支架采用鼎的三角支撑模式，

牢固结实；不锈钢燃料盒，口径大，填料方便，向外

延伸的手柄易于取出；炉子底座防止烫伤桌面。此酒

精炉火锅除了组合结构展现出来的美，还有产品本身

展现出来的对称美和独特的几何外形美，如锅盖顶

珠，采用空心的简单几何形式，防烫且外形圆润舒适。

上锅下炉的分体式结构，虽然在形式上质朴与低调，

但是经过了时代的考验。采用功能达到装饰效果的设

计产品，简约不简单，其通过质朴的方式展现结构带

来的比例美及空间感，在现代产品设计中得到了继承

和创新。再者，大众化设计在基层人民的需求下，也

尽可能地满足了此类消费者的使用心理以及审美需

求。透明的玻璃锅盖让一切美食尽收眼底，它是材料

被设计挖掘出来的美，不仅能满足使用功能，而且还

在最大程度上让使用者享受了使用过程。大众化设计

中冼练的造型设计风格和独特的设计特点被现代大

众化设计所引用。 
 

 
 

图 3  酒精炉火锅 
Fig.3 Alcohol heater hot pot 

 

2  海昏侯饮食器具与小资化产品设计 

2.1  海昏侯饮食器具中小资化产品设计的特点 

汉代经济发展初期，崇尚黄老之学，器具倾向于

简约质朴的风格。无为而治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

国力日渐强盛，经济与文化繁茂昌盛，艺术领域更是

飞速发展，相比于之前战国时期有了很大程度上的突

破。随着工艺的提升，尝试增加不一样的艺术手法，

提高产品的艺术审美，这时期工艺水平已十分精湛，

所创造出来的产品造型兼具美观性与实用性，深受当

时大众的喜爱。汉代匠人在为小资人群设计产品时，

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更加重视艺术注入。由此，西

汉时期小资使用的青铜器愈加精美别致、色泽纯正、

造型美观，线条的曲直被赋予独特的韵律美，具有小

资情调。 

在海昏侯出土的青铜器中，大多是与宴饮有关的

器具。除了质朴的青铜火锅外，在海昏侯墓葬中还发

现了具有同种功能但极具小资情调的设计产品——

青铜染炉见图 4，它由 3 部分组成，耳杯、碳炉、隔

热盘。汉代都邑人效仿内郡人使用耳杯作为食具，它

不同于青铜火锅上的大肚铜器，容量只有 280 毫升左

右，形体小巧精致，一般用来呈放酱料。碳炉四肢采

用仿生学原理，铸成类似兽足状，大气美观。采用舒

卷的线条藤曼作结构，增强其韵律美。镂空的设计用

以调和青铜器的笨拙，使产品更加轻巧。最底部的是

承接盘，在使用时会盛有部分水，对碳炉四肢降温，

防止烫烧桌面，同时会起到承接部分灰尘的作用。汉

代采用分餐制，一人一炉，多种食品，青铜染炉作为

酱料温热器，整体高度仅 15 厘米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青铜染炉设计处处体现情调，表现出设计师对小资使

用者食不厌精的需求考察。针对小资的设计对国内青

铜器的发展影响深远。 
 

 
 

图 4  青铜染炉 
Fig.4 Bronze dyed furnace 

 

2.2  对现代小资化设计的启示 

当大众化设计占据主要市场时，本应形式多样、

花色繁多的产品，却趋于同质化。简约的设计风格只

能满足大众消费者，当部分消费者拥有更高的消费需

求时，单单注重功能已经不能满足其对美的追求。实

际上从使用者心理上考虑，即使产品上加了除功能外

的装饰，这些多余的装饰，只要可以引起使用者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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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或者符合部分人的需求，那这部分设计同样具有

合理性。 

海昏侯时期小资化设计的特点，为现代小资化设

计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向。首先，需要了解现代小资化

设计消费者的现状与需求。据 2015 年瑞信调研数据

显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以 1.09 亿人超越美国，成

为全球中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假如中国拥有 14

亿人口，那 14 个人中就会有一个是中产阶级[4]，这

个群体已经是消费的主力军，他们的喜好左右了市场

的风向且忠于品牌，对产品价格敏感度低。下厨不再

是为了单纯的果腹，而是为了追求生活情调和品质，

饮食器具不仅是烹饪呈放的工具，而且代表着厨房中

产阶级的崛起，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因此，

他们内心除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较深的认同感外，

还具有国际化视野。为小资化消费人群设计时，要更

加注重艺术倾入。在海昏侯饮食器具中，不仅有素鼎，

而且还有一些简单的云纹或铺首，介于自然美与艺术

美之间，是具有小情调的设计，这种小情调的设计元

素引用到现代设计中，使产品愈加精美别致、独具匠

心。线条的起伏跳脱出功能，被赋予了独特的寓意以

及美感。中式家庭在厨房作业时多用爆炒、煎炸等烹

饪手法，相应的锅具设计应推陈出新。首当其冲就是

外观设计，既要吸取传统锅具的比例美，又要贴近国

际化审美。例如三禾炒锅见图 5，它线条简练，从中

国的如意造型中提炼出的手柄造型温婉大方，既符合

手部人机原理贴合舒适，又具有好彩头。创意性盖碗

式边沿设计更好地巩固了全钢上盖的密封性，设计时

锅壁和底部的回型纹样创新，时尚感艺术感十足。在

实用功能上，通过材质的创新，加快导热速度，达到

无油烟效果。锅具整体质感十足，每个细节处理处都

显示出了独特的匠心[5]。 
 

 
 

图 5  三禾炒锅 
Fig.5 Sanho stir pan 

 

3  海昏侯饮食器具与精英化产品设计 

3.1  海昏侯饮食器具中精英化产品设计的特点 

精英化设计具有精致与质量的双重追求。在海昏

侯出土的饮食器具中，不乏很多精湛的产品。他们不

惜工本，采用掐丝、鎏金等手法，呈现出一种高雅华

贵、精细入微、金碧辉煌的设计风格。 

汉代的王侯将相自幼接受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

即使是史书上荒淫无道的海昏侯，其墓葬中都出土了

大量典籍以及孔子像。由此可以推断，此类人群大多

数都受了较高水平的教育，不仅具有充沛的物质支

撑，而且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以及欣赏能力。在中

央集权制国家，他们拥有社会的权力以及财力，拥有

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对艺术的欣赏，这使得他们培养

了一批匠人为国家以及艺术贡献。 

汉代在工官制度上沿袭了秦朝制度，主要生产的

有瓷器、金属器皿、漆器等。皇帝设有专门工官，甚

至各诸侯王国也有。他们分工精细，仅一个漆耳杯都

分为了素工、上工、雕工、画工、造工等多种工种。

每一步都经过严格考察，生产出的产品精美无比。每

一个工种的匠人都是专攻一艺，因此做工及其精湛，

艺术手法非常高超。桑弘羊就在《盐铁论•散不足》

文中指出：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个酒杯的制作就需

要消耗百人的力量。反映了漆器作为一种容器，由于

做工复杂、工艺精湛细腻、耗费大量时间与人力，因

此价格十分高昂，也成为了权利与身份的象征。海昏

侯饮食器具出土的龙纹漆盘见图 6，漆盘以简单的云

纹作为主要装饰，采用旋转成团的龙纹为主要构图方

式。龙姿态呈行走状，躯干呈弧线状弯曲，张力十足，

三条形状相同的龙呈等腰三角形状排列，龙首向心，

昂首向前，曲颈咆哮。四周布有流动形状的云气纹，

烘托群龙在空中盘旋飞腾的盛况。中间呈现三角形图

腾，其顶角为 135，底角为 225，犹如一个屋顶状。

有一则民谣：天似穹庐，笼罩四野。这里穹庐比作圆

型状的天、太阳、星星、月亮，它们都是苍穹下的一

部分。这个三角形纹饰寓意着天空中星象。龙与星象

的布局，仿若星辰被龙推动而运转。纹样整体线条流

畅细腻、精致入微、大气磅礴。龙纹漆盘不论是工艺

还是构图，都十分惊叹[6-8]。 
 

 
 

图 6  龙纹漆盘 
Fig.6 Dragon's lacquer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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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现代精英化产品设计的启示 

海昏侯时期精英化产品设计具有高雅华贵、精细

入微、金碧辉煌的设计特点，为现代小资化设计带来

了新启示。首先，精英化产品设计就是制造真正的精

品。通过细腻的装饰、精湛的技艺、完美的塑形，达

到真正的技能缩影。以欧洲骨瓷为例，其工艺源于中

国的陶瓷，因在制瓷过程中加入了骨粉而命名[9—10]。

英国王子大婚时宴请所用的餐具，纯白的骨瓷与 22K

镶金的边匹配，看起来华贵雍容。它在烧制过程中加

入了 50%的 3 岁小公牛粉，烧制难度极大。其通体晶

莹剔透，视觉上具有特殊的清洁感，质地坚实，保温

性良好。八角盘内饰有英国国花玫瑰的纹样，中心是

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的首字母设计，王冠是王权的象

征。除了茶杯外，它的瓷器金边镶嵌位置靠里偏移，

防止了绘画金边的磨损。它独特的手绘图案所展现的

精准的绘制、优雅的笔触、高超的设计、造型的典雅，

融合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审美。精英化产品设计应立

足高远，除了具有产品本身的价值外还需具有一定的

艺术价值及收藏价值。世界上顶级品质的骨瓷品牌屈

指可数，其在品质上与艺术价值上已经超越了普通饮

食器具的范畴。如英国的皇家道尔顿骨瓷瓷器品牌见

图 7，它的最高端产品专供英国皇室使用，它的顶级

设计品被博物馆争相收藏。在收藏界它的升值空间不

逊于名画古董，在奢侈品界它的价值可以匹敌名车，

因此它的精英化产品设计被称作“奢瓷”。 
 

 
 

图 7  皇家道尔顿 
Fig.7 Royal Dou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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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西汉时期还是当今社会，根据消费者不同

层次的审美与购买需求，将产品设计分为 3 大类。具

有中等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固定等特色的人基数最

大，这部分人群对应的设计称之为大众化设计。大众

设计的特点是功能至上，简约化的产品注重发掘功能

美，符合大众审美。随着经济等条件的提高以及各种

可能性的提供，处于中间层次的小资化设计逐步增

加。小资设计在满足功能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考虑

到美学形式，重视小情调的存在。处于极致的精英化

设计对设计追求已经不是好用和数量了，而是精致与

质量。精英化设计旨在重视设计个性及新设计的追

求，力求产品精致与独一无二。 

面对设计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的现象，只有通

过分类消费者，寻找不同消费者的特性，归纳设计风

格，设计特点，再加入相关元素，针对消费者设计相

应的产品，才具有特色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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