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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造物智慧启迪现代产品创新设计的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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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创造性转化、发展搭建桥梁与铺设路径。方法 通

过对中国椅与明式圈椅、“你我同舟”烛台与楔钉榫、鼎壶与唐代戒盈杯、多功能休·眠平台与清代拔步

床等设计案例的比较研究，并结合对明式坐具当代化设计与家用汽车遮阳产品设计实践的归纳总结，提

炼出传统造物智慧启迪现代产品创新设计的四条路径，即形态创新的启迪、结构创新的启迪、功能创新

的启迪、内在意义创新的启迪。结论 中国传统造物智慧博大精深，启迪现代产品创新设计的路径也应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叩其两端而执其中，持续探究与规划启迪路径，实现“条条大路通罗马”与

“古为今用”，进而让更多的传统造物智慧在现代产品创新设计实践中更好地“再现”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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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s of Modern Product Innovative Design Inspired by Traditional Creation Wisdom 

LI Bing, YAN Si-yuan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6, China) 

ABSTRACT: The aims to build the bridge and pave the way for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life. Based o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design 
cases of Chinese chairs and Ming Style Round chairs, candlesticks and wedge stud dowels of “you and me together”, 
Ding-pot and Jie-ying cup of the Tang Dynasty, multi-functional rest sleep platform and the Qing Dynasty step-by-step 
bed, four paths of traditional creation wisdom were extracted to inspire modern product innovative design combined with 
the summary on practices of the contemporary design of Ming style chairs and the design of household sunshade products 
for cars, namely the inspirations of form innovation, structure innovation, function innovation and intrinsic meaning in-
nov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creation wisdom is broad and profound, and the path to inspire modern product innovative 
design need to follow the policy of letting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The bal-
ance needs to be kept to continuously explore and plan the inspiring paths to realize “all roads lead to Rome” and “make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so that more traditional creation wisdom can be reappeared and inherited better in the practice 
of modern product innovative design. 
KEY WORDS: traditional creation wisdom; inspiring paths; structural innovation; functional innovation; intrinsic meaning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

年文明历史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中国传统造物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继续不忘初心，牢记“叩其

两端”，开展传统造物智慧启迪现代产品创新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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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探究，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

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3]，真正实现“古为

今用”。经案例研究、设计实践与归纳总结，传统造

物智慧启迪现代产品创新设计的四条路径提炼如下。 

1  形态创新的启迪 

发现传统造物中的美学元素，并提炼其形态的

“符号”精髓。通过智慧启迪与创新设计，实现美好

形态在同一类物品（简称同物）中的“样式”再现，

即“美的再现”。 

1.1  从中国明式家具到丹麦汉斯·瓦格纳设计的座椅 

明式家具审美价值极高，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哲学

思想，体现着强烈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

外观形态非常简洁、雅致、凝练[4]。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莫过于明式座椅。丹麦设计大师汉斯·瓦格纳一

生都在重复不断地研究古中国（明代）座椅，并受到

明式座椅形态的启迪，设计出了一系列中国风格的椅 

子。汉斯·瓦格纳 1945 年设计的中国椅（见图 1a），

其形态主要受到明式圈椅的启迪，提炼明式圈椅的

“符号”精髓，将其融入到他的现代座椅设计中来，

契合现代人的审美取向。明式圈椅见图 1b，形态上

暗合了中国“天圆地方”的哲学思考，制作工艺上采

用榫卯接合而成，被国内外艺术收藏界人士誉为“古

今中外第一椅”，并成为近代东西方设计大师的灵感

缪斯。 

1.2  明式坐具的当代化设计 

笔者指导的 2019 届本科毕业设计作品“明式坐

具的当代化设计”，见图 2，同样受到明代圈椅及官

帽椅的形态启迪。运用点、线、面等元素，提炼圈椅

与官帽椅的“符号”精髓，传承简洁利落的设计风格，

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在人机工程方面又符合了当代人

追求舒适美好生活的需求。通过形态创新的启迪实现

了明式坐具的当代化，从而在当代生活中更好地“再

现”明式座椅的美好样式。 
 

 
a  中国椅                                       b  明式圈椅 

 

图 1  形态创新的启迪 
Fig.1  Inspiration of form innovation 

 

 
 

图 2  明式坐具的当代化设计 
Fig.2  Contemporary design of Ming style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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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创新的启迪 

除了形态创新，结构创新的启迪也是传统造物智

慧启迪现代产品创新设计的路径之一。深度挖掘传统

造物中的巧妙结构，并解析其结构的本质特征。通过

智慧启迪与创新设计，实现巧妙结构在不同类别物品

（简称异物）中的“特征”传承。 
半木吕永中设计的“你我同舟”烛台，见图 3a，

其主要受到传统榫卯结构中楔钉榫的结构启迪。楔钉

榫见图 3b，又名销钉榫，别名钥匙榫，是连接弧形

木材常用的榫卯结构，能使连接木材上下、左右不错

移并紧密地接合而成。“你我同舟”烛台，巧妙利用

“楔钉榫”的结构特征，将“楔钉”变为“圆形木条”，

当左右两个烛台拼合后，在拼合形成的孔洞中插入

“圆形木条”，即可将其连接为一个整体。可分可合，

分分合合，用精致巧妙的结构来预示“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百年修得同船渡”的美好寓意[5-6]。通

过对楔钉榫结构的“特征”传承，“你我同舟”烛台

在合理结构中蕴藏造物智慧，用严谨的逻辑，支撑起

设计者的每一个想法，充满玄机。 

3  功能创新的启迪   

找寻传统造物中实用的功能，并剖析其用途及原 
 

理。通过智慧启迪与创新设计，实现实用功能在不同
类别物品中的“原理”转译。 

3.1  从戒盈杯到 LUCUKU 鼎壶 

L+品牌创始人李凤朗设计的 LUCUKU 鼎壶（包

括鼎式虹吸茶壶和公道杯两部分），见图 4a，亮相于

2019 世界工业设计大会暨国际设计产业博览会，其

创作灵感主要受到唐代“戒盈杯”水流虹吸原理的功

能启迪。戒盈杯见图 4b，也叫不贪杯，之名源于道

家（对欲望的把持）[7]，成形于唐代。戒盈杯内壁暗

藏了一个倒 U 型管直通杯底。盛酒时只能适量浅平

（七分满），不可过满，一旦酒水过满超过 U 型管口，

就会被溢出的水流虹吸，直至杯中酒水被全部吸出。

戒盈杯在我国古代既是对贪杯者的警策，也是对斟酒

者公道与否的一个检验，更是古人反对奢靡浪费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 
LUCUKU 鼎壶对戒盈杯“虹吸原理”进行了巧

妙地“转译”，改变原用途，应用于泡茶。当壶内放

置茶叶后，不断倒水至“出水线”时，壶内茶水会通

过壶身夹层内置的 U 型虹吸管从底部出口“自动”

流至下方公道杯中，直至壶内茶水流净。 

3.2  从卷轴到家用汽车遮阳产品设计 

卷轴，为传统文化物品，是中国书画最常见的装  

 
a “你我同舟”烛台                                        b  楔钉榫 

 

图 3  结构创新的启迪 
Fig.3  Inspiration of structural innovation 

 

 
a  LUCUKU 鼎壶                                      b  戒盈杯 

 

图 4  功能创新的启迪 
Fig.4  Inspiration of funct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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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家用汽车遮阳产品设计 
Fig.5  Design of household sunshade products for cars 

 
裱体式之一，原指装裱好“有轴可卷舒”的书籍或字

画等。后世书籍装订成册，卷轴乃专指有轴的字画，

因装有“轴杆”而得名。卷轴，卷起来便于携带与保

存，借助“轴杆”舒展开来便于观看与品鉴。 
家用汽车在炎热夏季户外停放会受到太阳光直

射辐射和漫射辐射，导致车顶和车身侧围的材料表面

温度升高，引起热负荷变化和热量的传导。加之，汽

车内部空气不流通，继而形成温室效应。通过实地测

温，太阳光热主要通过以下部位侵入汽车：车顶、车

前挡风玻璃与车后挡风玻璃。目前，市面上现有家用

汽车遮阳产品，大致可分为外置式、内置式和车体一

体集成式[8-9]。在此基础上，笔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

物品-卷轴“有轴可卷舒”的功能启迪，设计了一个

全新的外置式家用汽车遮阳产品，见图 5。该设计“转

译”卷轴的“卷舒原理”，应用于汽车遮阳，并采用

分体模块化设计，一分为二，让产品的收纳与使用均

很方便。卷轴的基座通过磁铁吸附于汽车引擎盖上。

同时增加了防盗功能，将卷轴通过弹性材料连接并可

锁在后视镜上，防止被盗。遮阳布边缘内置磁铁，可

稳稳吸附在车体金属部件上，抗风又遮阳。 
此外，“卷轴——家用汽车遮阳产品”在南京艺 

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一楼展厅展出期间，受到江苏教

育电视台、交汇点新闻、荔枝新闻等媒体的报道与关

注。同时，正在申请“一种家用汽车磁吸卷轴式遮阳

装置”的发明专利（申请号：202010021652.9），并 
 

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初步审

查合格通知书。 

4  内在意义创新的启迪 

“设计应赋予产品独特的内在意义。”产品的内在

意义与其价值观、信仰、社会规范及历史传统有很密

切的关系，是人们心理与文化在产品中的反射。传统

造物智慧启迪现代产品创新设计，也应不断创新产品

的内在意义，实现无形的传统造物智慧在同一类物品

中的“内涵”升华，给用户创造更好的生活品质[10-12]。 
何晓佑创新设计研究室设计的多功能休 ·眠平

台，见图 6a，亮相于 2019 世界工业设计大会暨国际

设计产业博览会，其创造灵感主要受到清代拔步床内

在意义（私密、舒适以及欢愉）的启迪。拔步床见图

6b，也称八步床，是中国传统家具中体型最大的一种

床，其独特之处是在架子床外增加了一间“小木屋”，

营造私密空间，实现舒适和欢愉的目的。多功能休·眠
平台通过一体化的整合设计，整合可调式光影、网络

视频、音响、可调式床垫、窗帘纱幔、床头冰箱以及

桌面总控系统等于一体，让床不再仅仅是睡眠的器

具，而成为更高生活品质与情感体验的平台。 

5  结语 

中国传统造物智慧博大精深，启迪现代产品创新

设计的路径也应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笔者探究

出的形态创新、结构创新、功能创新、内在意义创新

等四条启迪路径总结，见图 7。通过启迪路径的创新，

实现有形与无形的传统造物智慧在现代产品设计中

的样式再现、特征传承、原理转译以及内涵升华，并

从“形而下”之“器”不断递进至“形而上”之“道”。 
谚语云：“条条大路通罗马”，本文的启迪路径探

究“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业界同仁对此的关

注与重视，并行动起来，持续探究通达“罗马”的启

迪路径，致力实现“古为今用”，让更多的传统造物

智慧在现代产品创新设计实践中更好的“再现”、“传 

 
a  多功能休·眠平台                                                    b  拔步床 

 

图 6  内在意义创新的启迪 
Fig.6  Inspiration of intrinsic meaning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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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启迪路径总结 
Fig.7  Summary of inspiration paths 

 
承”、“转译”与“升华”，从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人们当代生活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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