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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禅宗文化在伴手礼造型设计中的应用策略，并设计出具有禅宗文化内涵的茶具伴手礼。 

方法 禅宗文化意境的营造从造型、质感、色彩三个方面展开分析，确定禅宗文化伴手礼的形式特征，

对禅宗文化伴手礼的造型设计从本能、行为、反思三个情感层次进行分析，使产品设计中“禅”与“艺”

相结合。通过用户调研，对禅宗文化提取文化因子作为造型设计的要素，运用 AHP 层次分析法计算出

禅宗文化因子用户需求权重，将较高权重值的文化因子作为最终伴手礼造型创新设计的重要依据。结论 

禅宗文化伴手礼设计将优秀传统元素和现代美学融为一体，将传统艺术合理地渗透到现代产品设计语言

之中，推动人文与艺术的融合，提高文化创意品牌价值，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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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Zen Culture in the Design of Tea Sets and Souven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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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Zen culture in the design of souvenirs and design a tea 

set with Zen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Zen culture was analyzed from three as-

pects: shape, texture and color to determine the form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Zen cultural souvenirs. The modeling design 

of the Zen cultural souvenirs was analyzed from three emotional levels of instinct, behavior and reflection so that "Zen" 

and "Art" could be combined in product design. Through user research, the cultural factors were extracted from Zen cul-

ture as the elements of modeling design, and the weight of user needs for Zen cultural factors was calculated by AHP. The 

cultural factors with higher weight values were used as the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he final souvenir 

modeling. The design of Zen cultural souvenirs integrates excellent traditional elements and modern aesthetics and rea-

sonably infiltrates traditional art into modern product design language, thu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ities and 

art, improving the valu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brands and spreading and inheriting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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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新经济概念的提出使中国文化创意产

业的发展收获了显著成效。禅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我国学者关于禅宗文化产品的研

究相对较少。禅宗文化经过漫长的时间积淀，在人们

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得以体现，禅宗文化中有许多元素

可用于产品设计中，充分挖掘禅宗文化中的造型元

素，以追求内心精神层面的表达，并设计出适合中国

文化产业新经济需求的禅宗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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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禅宗

文化独有的精神被广大消费群体接受并喜爱，将禅宗

文化植入日常产品中，具体产品设计涉及禅式家具、

禅宗文化工艺品及旅游纪念品等。但市面大部分禅宗

文化相关产品过于粗糙，深入挖掘禅宗文化思想内涵

和艺术特征，并将其运用于产品设计中，是提升禅宗

文化产品艺术价值的有效途径[1]。 

1  禅宗文创产品开发意义 

禅宗是我国主要佛学门派之一，来源于印度，是

我国独立而完善的文化思想体系[2]。禅宗文化包含着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

的生活模式与审美观念[3]，茶已成为佛门子弟日常打

坐、参禅悟道乃至待客时的不可或缺之物，开发禅宗

文化茶具系列文创产品，具有极大市场发展空间，也

有助于在国际上树立中国文化创意产品独特的识别

性[4]。 

2  以禅宗文化元素的伴手礼造型分析 

2.1  禅宗文化伴手礼造型中的问题 

伴手礼具有纪念意义且是具备本地文化特点的

旅游产品，其形式通常为本地工艺品、带有地域特色 
 

的本地产品等。伴手礼演变至今不仅是亲友间维系感

情的礼品，同时也是商家销售本地文化的名词[5]。通

过对禅宗文化文创产品设计现状的收集研究，对禅

宗、禅文创产品进行归纳后，发现当前市面上的产品

造型特点过于复杂具象，开模难度大，售价高；产品

种类单一，常见为熏香茶具产品，且造型和图案多为

禅宗文化形象的转印，观赏性大于功能性；产品材质

多为树脂、陶瓷、金属材料，品类多为工艺品，实用

性较差；宗教意味过浓，使用户群体被局限。 

2.2  实用性生活用品设计案例 

实用性和艺术价值相结合的工艺品，如抱枕、笔

架、笔筒、首饰盒、储蓄罐、茶杯等。例如，洛阳印

象文创产品周边以“龙门石窟”元素为主题设计的伴

手礼“众佛杯”，融合了消费者日常生活应用频次较

高的生活用具“茶杯”，开展功能性创意。在造型方

面，杯盖外沿设计以龙门山（外轮廓）为原形，来表

现龙门石窟的整个天然风貌，而杯盖手柄设计以石窟

大佛为原形，构成了众峰环抱大佛之气势。而杯身以

龙门山的“崖壁”“佛像”为创作点，还原了龙门石

窟 IP 特征，杯身上部设计为凹陷的沟壑形，而无杯

身把手的设计，从而形成了凹凸的、符合人体工程学

的手持防滑杯壁设计，杯子釉面采用渐变褐色勾勒出

佛像剪影轮廓，整体设计简洁大方，见图 1[6]。 

 

 
 

图 1  佛教文化产品设计案例 
Fig.1 Design case of Buddhist cultural products 

 

该生铁壶的造型灵感源于禅宗美学思想（见图 2）。

从造型设计层面运用了不对称的造型手法。“静心” 
 

 
 

图 2  禅宗思想“静心”生铁壶设计 
Fig.2 Design of the "Meditation" cast iron kettle with Zen thought 

生铁壶茶杯和茶盘的起伏不对称,壶柄前后不对称，造

型充满动感。茶盘厚薄不均，茶杯边缘起伏,茶壶盖

的弧形似涟漪，整体造型流动，交相呼应。茶具的整

体设计呈现了一种动态美，禅坐是一种安静平和的行

为，将静态的使用方式和动态的造型巧妙结合，动静

相生，赋予用户良好的使用体验。 

3  禅宗文化创新设计方法 

3.1  意境营造 

禅宗文化中艺术品的境界是寂静，追求寂静美是

禅宗内涵的特征。产品的造型语言通过塑造禅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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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让使用者得到良好的视觉体验，在禅宗文化意

念下，产品中的形、色、质对营造意境尤为关键[6]，

通过归纳、发掘艺术表达的基本形式、提炼文化符号，

在元素符号和产品形状之间寻求某种和谐，形成了富

有禅意、充满文化内涵的独具于当代审美观和时尚生

活方式的艺术产品。 

3.1.1  造型特征 

禅宗文化的产品造型设计尽量简单化，提倡以形

传神，以形表意，崇尚纯净、空灵的精神世界，以及

自由简约的设计风格[7]。例如，实用产品设计的造型

要与产品使用方式深度结合，达到造型的创新及使用

体验感的创新，禅宗文创元素使用户一目了然，无需

解读也能明了设计师所表达的含义。 

3.1.2  质感特征 

在禅宗的影响下，对材质选择讲究它的肌理，要

有天然去雕饰之感。既不是绚丽的材质堆砌，也不是

讨巧的精致点缀，但却始终朴实素雅，耐人寻味。产

品追求不重形体而重精神的禅宗审美思想。在产品设

计中，大量使用了纯天然材质以表现返璞归真、回归

自然的禅意;使其散发出古朴内敛的气质，并强化了

人与物间的和谐关系。例如禅宗文化产品设计以陶器

为主要材质，由于陶器材质为火和土的艺术，可以表

现天人合一思想。对传统材料适当地使用可以提高产

品的文化归属感，同时释放出新的生命力。 

3.1.3  颜色特征 

产品色调运用上以纯净天然的色调为主，通过恰

到好处的色彩搭配、深浅有度、亲切自然的色调，彰

显禅宗素净典雅的美感。如白色的明亮干净，质朴淡

雅，在色彩本质上就具有了禅意，给人纯净的内心感

受和无限遐想[8]。禅宗美学所提倡的色调，以黑为主，

作品以纯黑色为基调，颜色柔和而自然，在朦胧与朴

素中表达安宁和平静，整体色调清新自然具有强烈的

东方气质。 

3.2  造型中的情感化 

禅宗传统文化涵盖范畴非常广泛，山水禅诗、禅

画、禅宗文化相关元素等，将传统抽象的自然空灵禅

理意境化、形象化，给伴手礼设计带来了创新的文化

源泉[9]。在伴手礼造型中，应以情感化的设计方法对

文创产品以美国学者唐纳德·诺曼《情感化设计》本

能层、行为层、反思层进行深入分析，将情感效果融

入产品的设计中，来解决产品的可用性与用户视觉性

之间的矛盾，使文化与设计更好地结合。禅、茶相融

有时代所趋之势，禅需茶、茶促禅，茶禅一体，密不

可分。 

3.2.1  本能层 

本能层次上需要符合大众审美，这样消费者才能

对产品外观造型做出情绪反馈，造型、质感、颜色是

消费者通过视觉感受产生的第一印象，是消费者与产

品之间建立联系的敲门砖。首先消费者通过视觉对产

品的造型特点进行观察，为进一步接触产品产生一种

心理感知，促使消费者产生购买欲，由此得知，在设计

产品时，在本能层方面，要根据用户的具体需求与产

品设计的基本属性，设计出消费者喜闻乐见的产品[10]。

造型上应将禅宗文化与茶文化深度结合进行提取，而

非简单元素的堆砌。茶禅者用茶洗去铅华，清心静虑，

只为求得身心安宁，以守一方净土。禅宗文化以茶具

为载体，以禅为归宿，借茶心参禅心，倡导心的清净

自然。在茶具伴手礼设计中，本能层次的设计是消费

者接触产品的敲门砖，禅宗文创产品设计中色彩上应

追寻自然简朴、保护度低的颜色，这些颜色使瓷器伴

手礼成熟稳重，更适合日常使用。 

3.2.2  行为层 

行为层次方面，消费者在经过本能层的筛选后，

进入行为层开始掌握使用产品的基本技能，真正使用

产品时可能被产品创新的使用方式等行为体验所吸

引，这其中包括产品的可用性、实用性及其价值的直

观感受[11]。茶是佛门中人参禅悟道、热情待客的重要

显现。由此得知，在设计伴手礼时，要以合理性为前

提，造型设计也并非天马行空，而是根据禅宗造型元

素构成巧妙、有依据地对文创产品形式进行创新[12]，

从而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心理认同感。在茶具伴手礼

设计中，要注重实用性，在使用体验感上要舒适，使

用体验贯穿了消费者使用茶具的全过程。“禅”本是

一种精神活动，是抽象的，强调心灵的专注，将禅坐

的姿态、心境与品茶行为联系在一起，是中国哲学中

“天人合一”魅力的彰显。 

3.2.3  反思层 

反思层次设计就是要在前两者所产生作用的基
础上，根据用户的感受、日常生活经验、文化社会背
景等各种因素，以及对更深入的社会认知、情感投入
等，交织到一起后所形成的积极影响[13]。禅宗文化伴
手礼差距设计承载了禅宗文化的精神内涵，是设计美
学与文化底蕴相结合的产物，通过将禅宗文化元素融
入产品设计中，使消费者形成对产品文化的认同感和
价值感。将消费者带入文创产品的意境，使消费者通
过产品深入了解禅宗文化。 

4  AHP 因子提取法计算文化要素权重 

调研的具体内容是利用互联网查找有关禅宗美

学文化资源，提炼出的禅宗文化因子包括形式、颜色、

材料、内容等，再对目标用户进行需求分类，把各种

文化因子针对性地应用到产品设计内容中，见图 3。 

传统文化经过不断传承与弘扬，所呈现出来的文

化符号和要素可看作文化因子[14]。为探讨禅宗美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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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使用者需求对设计因素的影响，使用层次分析法
[15]为重点研究方法，开展了禅宗文化设计因子对产品

设计要素的权重分析，以找出影响最大的产品设计要

素，从而引导下一步设计的实施。 
 

 
 

图 3  禅宗文化伴手礼设计思路 
Fig.3 Design idea for Zen cultural souvenirs 

 

4.1  禅宗文化伴手礼造型设计特征分析 

AHP 是定量化分析工具，能减少用户直接评价

的主观性。运用方法为，对该层所包含的各个需求进 
 

行矩阵量化比较；通过专家对各个判断矩阵进行打

分，计算需求最终权重，作为创新设计的重要依据。 

禅宗美学在产品设计中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往往

是丰富多元的，利用在形式、颜色、材料等各个方面的

艺术表现来营造禅宗独特的宗教气氛和文化意蕴[16]，

在造型上，则通过柔美优雅的曲线造型表现禅宗朴素

天然的审美特质，并去掉多余的装饰，在视觉上有简

洁质朴的韵味，禅宗文化中，对莲、叶、佛手、棋盘

等自然元素的质感、肌理、纹样的表达尤为重要，肌

理的选择与色调的和谐、一致，引起消费者共鸣。在

色彩上，黑、白、灰最能表现禅意风格产品的意境[17]，

在设计中对材料本身的颜色的保持，可以给人无限思

考，这也正是禅宗文化所推崇的。 

本次研究对禅宗文化伴手礼用户总需求进行调

研、归类、总结，绘制出递阶层次结构分析图，见

图 4。 

 
 

图 4  禅宗文化伴手礼需求层次分类 
Fig.4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of demand for Zen cultural souvenirs 

 

4.2  构建判断矩阵 

构建评价矩阵主要是根据有关专家建议，对结构

模式中的各层次元素进行两两对比，比较各个指标之

间的相对重要性，比较标准采用数字 1~9 及其倒数进

行定义[18]。判断矩阵标度及其内在含义具体见表 1。 
 

表 1  判断矩阵标度定义 
Tab.1 Definition of judgment matrix scale 

 含义 

1 两元素相比，具有相同重要性 

3 两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微重要 

5 两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较强重要 

7 两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9 两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2、4、6、8 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若元素 i 和 j 的重要性之比为 a，则元素

j 和元素 i 的重要性之比为 1/a 
 

4.3  一致性检验 

在此研究中，要求专家先对伴手礼造型设计指标

体系中的准则层元素与指标层元素分别进行对比，以

得出对应的判断矩阵，然后，再测算准则层与指标层

中各元素相对于其上一级元素的权重，并进行了一致

性实验[19]。首先是对禅宗文化伴手礼设计指标体系中

（线条 I1、色彩 I2、材质 I3）准则层元素权重进行一

致性检验。已知经专家打分构建的（线条 I1、色彩 I2、

材质 I3）准则层元素相对于目标层元素（雪地车新设

计 I）的判断矩阵，见表 2。 
 

表 2  准则层元素相对于目标层元素判断矩阵 
Tab.2 Judgment matrix of criterion layer elements relative 

to target layer elements 

I 线条 I1 色彩 I2 材质 I3 

线条 I1 1 1 1/4 

色彩 I2 1 1 1/5 

材质 I3 4 5 1 

  
采用“和积法”[20]求出与准则层元素相应的目标

层元素的判别矩阵的幅值归一化后的特征向量，归一

化的特征向量值分别表示为判定矩阵的线条 I1、色彩

I2、材质 I3 准则层元素的权重，计算各准则层元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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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具体过程如下： 

第 1 步，按列将准则层元素相对于目标层元素的

判断矩阵归一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1

ij

kj

ij n

k

a
b

a





 

（1） 

第 2 步，将经过归一化处理后的标准层元素相应

于目标层元素的判断矩阵求和，计算公式如下： 

1
ij

n

i
j

W b


 
 

（2） 

第 3 步，将上一步求到的和进行归一化处理，得

到造型特征 I1、材质处理 I2、情感体现 I3、功能结构

I4 等准则层元素的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1

i
i n

i
j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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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见表 3。 
 

表 3  准则层元素权重 
Tab.3 Weight of criterion layer element 

准则层元素 权重 

线条 I1 0.1 259 

色彩 I2 0.1 061 

材质 I3 0.4 403 
 

在求出造型特征 I1、材质处理 I2、情感体现 I3、

功能结构 I4 等准则层元素的权重后，需要进行一致性

检验，具体步骤同样分为 3 步[21]。第 1 步，计算一致

性指标 CI 值。CI 计算公式如下： 

1
max n

CI
n

 


  
（4） 

其中，max 表示该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计算

公式如下： 

1

1

n

ij i
j

a 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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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nW

 






 
（5） 

求得在此准则层元素相对于目标层元素的判断

矩阵中，求得 

max = 4.060 2，CI =（4.060 2–4）/（4–1）=0.020 

1。 

第 2 步，查找一致性指标 RI 标准值。一致性指

标 RI 标准值可由查表得到，具体见表 4。 
 

表 4  一致性指标 RI 标准值 
Tab.4 Standard consistency index RI 

n 1 2 3 4 5 6 7 8 9 

RI 0 0 0.52 0.89 1.12 1.26 1.36 1.41 1.46
 

由于此准则层元素相对于目标层元素的判断矩

阵是 4 阶矩阵，即 n=4，因此可知 RI=0.89 

第 3 步，计算 CR 值。基于前文计算得到的在此

准则层元素相对于目标层元素的判断矩阵中的 CI 值

和对应的 RI 值，可 CR 值，计算公式如下。 

CICR
RI


 

（6） 

如果 CR<0.1，即认为已通过了一致性试验。求

得在此标准层元素相比于目标层元素的判定矩阵中，

CR=0.022 5，小于 0.1，表明在此标准层元素中相比

于目标层元素的判定矩阵已经过了一致性检查具有

足够的合理性。 

4.4  计算指标层元素相对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通过上述测定标准层要素权重并完成一致性验

证过程，得到指标层各要素相对于其标准层要素权

重，从而依次完成一致性验证[22]。综合了每个判断矩

阵的权重结果和一致性测试结果，分别建立了目标层

次和子层级矩阵，最后通过八位专家的评分，对结论

再进行了内部的讨论和总结，最后通过几何平均算法

得出了各维度指标权重[23]：目标层（I）对应的准则

层（I1、I2、I3）的权重值分别为 0.136 5，0.238 5，

0.625 0。线条（I11、I12、I13、I14）的权重值分别为

0.276 4，0.128 3，0.595 4，色彩（I21、I22、I23、I24）

的权重值分别为 0.078 1，0.228 0，0.558 7，0.135 2。

材质（I31、I32、I33、I34）的权重值分别为 0.080 9，

0.477 3，0.288 0，0.153 9。为保证测试人员在测评时

的思维一致性与判断矩阵相容性，按照几何平均计算

步骤五进行运算，最后得出的一致性测试结果均小于

0.1，从而表明了一致性测试的通过[24-25]。 

由此可得出产品造型特点中需求重要度排序为

清晰的轮廓、晕染柔和、饱满温润、做工精细、自然

古朴、饱和度低作为伴手礼差距设计的首要考虑因素。 

5  禅宗文化伴手礼设计实践 

禅宗除了感受其文化含义外，还可以思索表达的

可能性，并借助人们对禅宗文化元素原形的认识，提

取出最有特点的文化元素与基因，促进文化产品新形

式的产生[26]。这并非单纯拆解和重组，而是从消费者

的情感感受入手，并充分考虑现代人的审美要求和使

用习惯，让传统禅宗的文化符号在融合现代产品功能

与技术特点的基础上，得到延续与发展[27]。原创设计

作品“叮铃咚隆”以禅宗文化伴手礼简约的设计风格

呈现出了具有禅意的艺术意境，是为热爱中国传统文

化与茶文化的广大消费者设计的一种专属茶具。“叮

铃咚咙”系列禅宗文化伴手礼由五部分构成：佛

莲·洗、佛手·壶、莲叶·杯、玉簪·钳、棋盘·托。 

选取禅宗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元素作为设计的

依据，整体上，整套茶具曲线流畅，边角圆滑，让人

在视觉上产生舒适感，其中佛手·壶的造型为雕塑中

的佛像手造型转换，莲叶和莲花造型为禅宗文化中重

要的标志性象征[28-29]，见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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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设计效果 
Fig.5 Design effect 

 

 
 

图 6  系列产品展示 
Fig.6 Display of series products 

 

6  结语 

在设计上将禅宗文化元素融入主题，为伴手礼产

品的造型进行创新，要追求产品造型意蕴特点，并力

图创造出一个美妙的自然之境，通过 AHP 层次分析

法对禅宗文化的形状因子、颜色因子、质感因子等因

素加以提炼，分析相对重要权重作为此次禅宗文化伴

手礼造型设计的重点，在传统和创新之中，形成艺禅

合一的新风尚，为以文化为核心的伴手礼创新设计提

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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