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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家居产品设计的现象进行哲学美学解读，从理论层面对其产生、发展和趋势进行深度

分析。方法方法 结合家居产品设计在中西方历史的发展与现状，详细考察其在质料选择、配套设计、消费

类型及需求分析等方面的艺术表现，从人与物、一与多、善与美3个维度，进行哲学美学分析。结论结论

家居产品设计的发展流行，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消费不断高涨的必然结果，契合了现代居民实用主

义功能诉求和审美日常化的双重需要，更有助于人类“诗意的栖息”和“哲学上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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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s the phenomena of the design of household product from the angle of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and makes a deep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on，development and tendency from theoretical level.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household product design in the China and West history，it inspects the artistic

performance of it about materials selection，matching design and demand analysis，it studies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 from

people and things，one and many，beauty and goodness. The popularity of household product design is the necessary result of

China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onsumption，adapts to the demands of pragmatism and aestheticism of modern

city dwellers，more help people poetic habitation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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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房产资源的不断改善，国民家居环境有

了很大提高。据数据显示，2004年1-9月，在政府采取

调控措施之前，全国房屋的销售面积涨幅为19.3％，房

地产持续增长给家居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生长空间。同

时我国城市化的水平每年提高1%~1.5％，按照有关的

分析，每提升1％的城市化水平，就有上千亿的消费需

求，而家居产业是以家庭需求为主导的，因此城市化速

度的加快，给家居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商机[1]。由于

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且增速较快，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

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对家居产品数量和质量

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经过十年发展，家居行业成为国

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前景更广阔。快速发展

的家居设计行业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

此外，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人们对家居用品的

要求和消费观念也在不断转变。大众对家居装饰的

需求愈来愈大，家居装饰成为张扬个性、体现生活品

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家居设计行业快速发展，使

得家居产品设计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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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但是，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

技术层面对家居产品设计进行分析，缺乏哲学美学层

面的深层思考，因此，笔者将通过对家居产品设计行

业市场需求及发展背景的分析，深入剖析在家居产品

设计中质料选择、配套设计、消费类型及需求等各种

边界制约因素，从人与物、一与多、善与美3个方面对

家居产品设计进行解读。

1 人本主义的设计灵魂

1.1 “人—物”关系史及人本主义思潮形成

自从人类的主体——客体意识形成以后，人与

物的关系问题成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人—

物”关系，在中国就是天人关系问题。战国时列子认

为人可胜天，正如《列子·愚公移山》所表现的那样。

而老子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则提倡“天人合一”，经

过漫长发展，“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魂是天人合一，人

与世界一体[2]。”在西方，古希腊重视人的价值，正如

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

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

尺度。”到18世纪的“理性时代”，人的主体地位再度

彰显。发展至今，人本主义成为与科学主义并列的

思潮，“人本主义确定了人的位置，建立了人的价值，

树立了人在神的面前的自尊或人在自然面前的自

尊，这就使它成为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大主题[3]”，对

西方和世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可见，主张人与物对话、以人为本，是东西方思想

的共通之处。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批判人与物对立，

实现人与物的和谐发展。

1.2 人本主义家居产品设计

设计作为人类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一直以来担负

着改造世界和表达人类情感与理想的双重责任[4]。家

居产品设计指通过设计手法，将家居产品进行美化、

功能化和时尚化等层面的设计，使产品本身更加优

化，主要解决人们居家生活用品的设计及问题，家居

产品设计的对象是物，目的却是为人[5]，因此，家居产

品设计要以满足人的使用功能和精神感受为出发点，

从生活形态、艺术形态、民族文化以及行为方式等多

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在“物人对话”关系构建的基础

上，最终实现以人为本存在状态的技术、观念、思潮和

现象。目前在家居及产品设计中，以简约、实用、环

保、时尚为特征的设计理念成为主流风格，这种人性

化和极具亲和力的家居产品，也得到设计师和个体消

费者的普遍青睐。这类设计生活化、人性化而且具有

现代感和人情味的家居产品品牌的典型代表，就是无

印良品和宜家家居。

人是环境设计的主体和服务目标，人类的需求决

定着家居产品设计的方向，既反映了人类在追求美好

生活中物质文明的不断改善，也体现了人类精神文明

的基本特征。当今人们对环境的需求，表现为回归自

然、尊重文化，因此作为室内环境的陈设品，家居产品

应以当代人的环境需求来设计。

1.2.1 家居产品质材美感的妙趣天成

造型、色彩、材质和功能是构成产品最基本的要

素，也是产品的语言，家居产品也正是通过这种特殊

的语言建立起“物—人”对话的桥梁。人往往是通过

视觉和触觉的感受与产品进行交流。例如，织物作为

家居产品设计的重要表现手段和材质，因其独特的质

料、肌理和花色，相较其他材料，天生具备更易于与人

“对话”的条件，通过人的视觉、触觉等生理心理感受

来实现。再如，纸包装的人性化设计实现最终的生命

拓展[6]。作为家居产品原料，天然纤维、人造纤维、合

成纤维可以生产种类繁多的家居用品，如窗帘、门帘、

地毯、墙布、床上用品、壁挂、抱枕、靠垫、杯垫等，与动

物质料、矿物质料、人工合成物质料相比，它与人有着

天然亲近感，具有天生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源于自

身性质，如柔韧性、保温性、遮蔽性、装饰性等，也来自

人的感受，具有其他质料无法比拟的美感。

1.2.2 家居产品设计的文化开拓

任何一件产品的出现都是为人的需求而设计，

而人的需求又在不断变化。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家

居产品主要为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而设计。当物质

文明不断进步，人们更加注重家居产品精神与情感

方面的需求，强调家居产品的个性化和艺术品位来

满足使用者的审美心理需求，赋予产品更高的附加

价值，因此，任何产品的设计都应该以人为基本的出

发点，努力通过设计不断提高生活质量，设计人类的

新的生活方式。

家居产品设计是在人们物质需要的基础上，受到

文化因素的无形影响。文化因素对家居产品的设计

理念、风格和定位都具有重要影响。一个好的家居产

品设计必须符合家居文化环境的特点，从而建立“人

—产品—环境”高度融洽的关系。比如在居室设计中

引入自然花草，流水游鱼，白砂顽石，枯木落叶；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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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陶瓷、木质和棉麻植物等天然材质的家居用品的巧

妙陈设，让家居拥有一片纯净质朴的天地，使人更加

贴近自然。当然，家居产品设计的文化拓展，离不开

家居产品材质对使用功能及其文化的诠释[7]，因此，将

功能性和文化性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拓展，是家居产品

设计的基本规则。

2 多样性统一的形式美特征

2.1 多样性统一思想的学术资源

家居产品设计既要处理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关

系，又要处理好事物、环境各个构成要素，如空间、工

艺、材料、色彩、动与静、封闭与开放等之间的关系。

简单讲，就是处理一与多、对立与统一的关系。郭和

平认为，多样统一和对立统一两个规律既相互依赖又

相互区别，并将两者提升到宇宙根本规律的高度[8]。在

中国，和合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是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同归”、“一致”之

道，它纵贯整个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底蕴，横摄一定

时代各家各派的文化思想[9]。强调和而不同、同中存

异，与多样统一及对立统一在精神上相通。就美学而

言，形式美法则如统一、变化、对称、均衡、韵律、节奏

等，也就是从形式要素角度去处理一与多、对立与统

一的关系。这些思想为处理好多样性统一问题提供

了思想借鉴。

2.2 家居产品设计多样性统一的艺术表现

2.2.1 搭配上的多样统一

多样统一观念表现在家居产品设计的风格、材

质、工艺、色彩、造型等要素的整体搭配上，而家居产

品设计的多样性首先是由家居装饰风格多样化决定

的。不同的家居用品通过视觉、触觉、听觉和嗅觉使

人产生情感联想。如木材、陶瓷和织物等自然材质总

会让人联想起温馨与舒适，而金属和玻璃等现代材质

则会令人产生浪漫与典雅的感觉；在色彩搭配的过程

中，色彩的色相、明度和纯度对比都会对产品设计产

生重要影响，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不同材料搭配形

成差异化情趣导向，因此在处理上述几个方面的关系

时，必须要做到多样统一，通过多样化的搭配形成不

同的审美风格。只要把这些产品的属性进行合理搭

配，就能营造某种特定的氛围，让人在使用产品的过

程中享受丰富多彩的情感体验。

2.2.2 把握“整体性”与“主旋律”

必须抓住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用一定的手法

加以综合分析，从而提炼出具有联系的设计整体，这

是把握家居产品整体设计的关键。每个配套部件都

具有独自的性能特点，但可以从它们的用途、特性、功

能等方面找到共同的因素。同时，还要抓“主旋律”，

即家居整体设计中艺术形式、艺术风格、艺术效果的

主要倾向。这是形成完整的艺术形象的基本条件，能

够使人们感受到形式美主体方面所表现的主要情

调。如娱乐空间的纺织品设计应该以创造生动活泼、

利于娱乐活动、增进身心健康的内在联系为主线，在

产品设计上要配以活泼的款型、灵动的色彩和动感的

图案，甚至可以采用一些高新技术的产品来完成“主

旋律”的营造。

3 美善合一的双重目的

3.1 美学、伦理学与二元协奏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率先提出，衡量美是以效

用为标准的。另一美学家阿斯木斯认为，美不能离开

目的性，即不能离开事物在显得有价值时它所处的关

系。后来，美学家普列汉诺夫更明确指出，装饰在这

里从前是为了实用的目的所使用的东西的形象，从有

用的观点看待事物的态度与从审美的观点对待事物

的态度。康德认为，求真是自然科学的主要任务，求

善是伦理学的主要任务，求美是美学的主要任务。他

又认为，美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强调了审美的非

功利性和功利性的统一。

关于美善问题，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形成

了美善合一的传统。在西方，美术史家狄金森认为，

美的观念和善的观念的融合，是希腊人艺术理论的核

心观念。经过霍布斯、斯宾诺莎、莱辛等人的努力，到

了启蒙主义时期，对美善之间关系的研究被提升到了

一个新的重要地位……在西方美学中第一次形成了

完整、系统的美善统一分殊理论[10]，因此，美与善问题，

审美与功利问题，既是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分

析家居软装饰设计的重要思想资源。

3.2 家居产品美善合一的艺术演绎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

的提高，人们已经从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上升到如

今的心理和精神文化需求高度上来。人们开始渴望自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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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价值的回归，奢华虚浮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家居产品

越来越被厌倦和排斥，对大自然单纯、安详、永恒流露

出向往。人们希望自己的居室充分体现自己的个性要

求，家居环境设计的标准也逐步得以回归。家居生活

是构成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家居文化的具体

体现，它反映着人们最深层的生活方式。人们对自己

的私密生活开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对生活情调有

了更高的要求，家居产品设计也就必然从满足使用功

能和简单的摆设向着富有文化艺术内涵的方向演进。

在家居产品设计中，自然要从功利主义角度出

发，设计要合理，要好用，满足人们生活的功能性要

求，这就是求善；随着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对家居环

境和用品的审美功能在不断彰显，优美的居住环境能

带给人们审美快感，达到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

目的，求美，才是终极目的所在。

4 结语

家居产品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是物质、文化和

精神的载体，见证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它是日常用品，

也是工业产品；它既是室内陈设品，更是生活方式的

集中展现，因此，设计师需要在多种边界因素的约束

下进行整合设计。一个好的家居产品设计师除了要

有较好的哲学美学素养外，还应该善于优化各种材

料、技术资源和设计方法，在众多的边界限制条件下

协调各种关系，完成家居产品的创新设计。

大众对家居产品设计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各种

产品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艺术理念，受到现

代消费文化的映射，与现代消费理念形成种种对应。

另一方面是因为适应了中国持续发展、城市家居条件

不断改善的大趋势，同时又契合了人们居家审美和精

神省思的追求。它既是当前家居装饰行业蓬勃发展

的生动写照，又将指引中国家居设计产业未来发展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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