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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原研哉日常用品展中的隐喻设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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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解读原研哉日常用品展中的隐喻设计观，为同类产品的设计提供新思路。方法 追溯隐喻理

论根源，挖掘日用品使用中细微的差异，结合原研哉的再设计展，从装饰性隐喻、功能性隐喻、文化性

隐喻 3 个方面进行解析。结论 日常生活用品的实用性与重要性要求在设计中要充分调动人与日用品之

间的情感交流，从隐喻的角度重新诠释日常生活用品，结合“再设计”理念，为日常生活用品设计提供

探索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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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pher of Metaphor Design from Kenya Hara's Exhibition of Daily Neces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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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interpret the metaphorical design concept in Kenya Hara's exhibition of daily necessities,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design of similar products. By retrieving the root theory of the decipher and dig the subtle dif-

ference of daily necessities, it combines the Kenya Hara's exhibition of redesign to decipher on the daily necessities de-

sign from the angle of decoration, function and culture metaphor design. The utilitarian and importance of design in daily 

necessities is to bring the interactivity of human and necessities. Based on the root of metaphor design and the redesign 

thoughts, it gives the exploration direction of daily necessitie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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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4 月，原研哉策划了“RE-DESIGN——二

十一世纪日常用品的再设计”展览，把生活中人们熟

知的、普遍认可的事物进行再定义、再认知和再创造。

该展览收集了 32 名来自日本的设计者对日常用品进

行重新设计的作品。日常用品展不是针对日常用品中

的某些缺陷而予以实际改善，而是找到高高在上的设

计与普通人生活的交叉点，采用另一种语言从不同的

角度对日常生活做出新的诠释，以平易近人的方式探

索设计解决问题的本质，让人们可以更全面、更真切

地去体会设计的意义。 

日常生活用品的再设计作为一种兼顾实用性与

重要性的设计，涵盖了当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

强调营造日常用品与人的情感交流。而隐喻作为一种

能够超出自身概念表达更深层次意义的修辞手法，将

其应用于日常生活用品的再设计不失为一种优化产

品的好方法，能使产品回归设计的初衷，突出设计的

本质。隐喻还可以赋予日常用品更深层次的内涵，为

其建构一个更加合理与完善的使用机制，创造一种充

分表达人文情怀的产品形式，并提出一种有利于人和

社会发展的行为模式[1]。 

1  隐喻与产品设计 

对于隐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

学》和《修辞学》。亚里士多德的相似性理论说明，

隐喻是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发现相似性。由于隐喻具

有借此喻彼的特点，它使设计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产品设计可以借助隐喻在产品本身与另一事物之间



242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12 月 

 

相互托物或借义，即基于能指相似性的隐喻或基于所

指相似性的隐喻，以有形有限之物表达无形无限之

物，用形而之下者来喻形而之上者，从而突破传统产

品的内涵界限，使产品不再是一件静止的工具或摆

设，而是一个可以托物言志，赋予抽象概念或情思的

对象。一件好产品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的外延意义，

更多的是由其内涵意义产生的。点、线、面、体、色

彩、材质等都可以表达人内心的感情和思想，都是人

们赋予信仰、文化和观念的形式。产品本身可以作为

隐喻的能指，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设计，都可以让人

产生广泛的联想。隐喻设计可以把与产品相关的文

化、意境及其内涵更好地展现给用户，营造让用户熟

悉的情感氛围[2]，让使用者获得某种全新的体验[3]。 

2  隐喻与再设计 

2.1  日常生活是隐喻与再设计的起源 

从最原始的造物行为开始，人类就模仿自然物的

形态生产制造工具，也因此开启了设计行为的开端，

而被人类模仿的自然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隐喻设计

的本体。隐喻设计是设计师用心感悟生活，从而洞察

出普通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进行的再加工、再创造的过

程。 

原研哉的“RE-DESIGN——二十一世纪日常用品

再设计”展旨在发现设计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交叉

点，从人们共有的生活日用品中探索设计的价值，借

用最自然的方法重新审视设计。与纯艺术相比，设计

的目标更多的是寻求共性和普遍性，所以设计与生活

密不可分，日常生活是再设计的起源[4]。生活中形形

色色的物品，经过隐喻性的再设计，会以一个全新的

面貌回归于生活，服务于生活，更好地促进人与物的

互动交流 [5]。再设计的核心是使用日常生活用品的

人，再设计必然要围绕人展开。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

人的需求主宰着设计的方向，因此日用品的再设计在

保障物质功能的同时，需要反映人们的精神追求。现

代的日用品因其蕴含着不同的审美理念，表现出不同

的设计性格，已经远远超越了工具的范围，成为一种

人们生活的必备品。 

2.2  隐喻与再设计 

隐喻的本质是一种认知现象，它通过寻求两个事

物之间明显或隐晦的相似性，借助已知事物来认识未

知事物。当隐喻从一种语言现象发展成一种设计手段

应用于产品设计时，就给产品提供了一个自我表达的

机会。产品实现了从更多层面进行多维度的隐喻表

达，摆脱了死板的功能化和纯粹的形式化，将丰富的

情感元素和文化内涵注入其中，使得产品更具灵性，

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隐喻的强大威力就在于它

容许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知世界，对不同事物建立

不同的联系并做出多种解释[6]。而“再设计”也包含了

对社会中人们共有的、熟知的事物进行再认知的过

程。也就是说，“再设计”的目的不是再生产,而是选择

最自然、最恰当的方法来重新审视设计，提取设计的

价值[1]。再设计摆脱了由形式、功能和材料叠加而成

的产品的粗制滥造，以一种具有批判性的全新风格出

现在生活中。隐喻和再设计，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

认知的过程，企图采用更自然的方法去进行产品设

计，以达到引人深思，给人警示等目的。 

3  再设计展的隐喻设计观 

虽然产品的再设计观念激发了许多国家的制造

商和设计师试图改变目前设计空洞现状的热情，但他

们的工作仍然大多停留于再改良与再维护，没有上升

到思考与再设计的层面。再设计的过程需要对形形色

色的生活物品进行反思，发现人们对于器物的价值需

求。原研哉日常用品展中蕴含的隐喻设计观主要体现

在 3 个方面。 

3.1  强调装饰性隐喻 

装饰本是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艺术表现形式，反

映人们丰富的情感体验和精神需求。古罗马思想家朗

基驽斯在《论崇高》中指出了隐喻的装饰渲染功能[7]。

装饰性隐喻在产品中的运用不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

美需求，更是为了使产品具有人性价值。产品不可能脱

离功能而应用装饰性隐喻，产品设计中的装饰要注重产

品语义的体现，建构出符合人们审美要求和功能需求的

和谐形式。佐藤雅彦设计的出入境章（见图 1），利用 

 

                  

图 1  佐藤雅彦设计的出入境章  
Fig.1 Entry and exit chapter of Misaki Sato Masah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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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中英文以及数字有节奏、有韵律地组成一个机

头向左与向右的飞机形印章，装饰味很浓，让人一眼

就会喜欢上这个设计。用户也很容易理解其中蕴含的

出入境概念，这种轻松的感觉源于人们日常的生活经

验。飞机是承载旅客出行或返回的交通工具，飞机形

的印章之所以一目了然，也同样得益于能指相似性的

隐喻。可以想象，当这样的印章盖在旅行者的护照上，

会听到一声“啊哈”的共鸣。这个共鸣可能是飞机印章

的形式让旅行者回忆起某次难忘的返程经历或旅行

中难忘的某个人，总之看似简单的印章叙述着许多的

故事。 

3.2  强调功能性隐喻 

功能性隐喻主要体现在增强产品功能的辨识性

和操作行为的可知性，让产品具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语

义表达能力。隐喻性设计作为一种感性修辞与产品功

能理性相结合的设计手段，以产品的形态、色彩和材

质为隐喻的载体，使产品造型可以得到更深入的意义

扩展和内涵延伸。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设计，功能性

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面出薰将点火功能与天然树枝

造型完美结合设计出一款火柴（见图 2），这款火柴

与普通火柴最大也是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是一根天然

的小树枝，无论是产品的材质，色彩还是形态都源于

自然界。将火柴的形式用树枝造型来表现，基于形式

相似性的隐喻使用户很自然地回想起人类祖先钻木

取火的情景，产品的功能也就一目了然。与此同时，

当用户擦亮火柴的瞬间，火光跳动，燃烧的树枝又会

唤起人们对自然、火、热以及各种各样世间万物的印

象，如面出薰所说“这样的设计也许能够让人忘记繁

忙的时间”。此外，佐藤雅彦的出入境章也较平常圆

形与方形的出入境章更具有指示出境与入境的含义，

形式变化上的一小步导致了功能指示上的一大步。 

 

图 2  面出薰设计的火柴     
Fig.2 The matches of Kaoru Menda    

3.3  强调文化性隐喻 

隐喻是人类文化积淀的体现，不同的社会背景会

产生不同的隐喻方式[8]。再设计展发起于日本，其展

品大都具有强烈的日本文化气息。“RE-DESIGN”概念

所体现的文化可以看作是日本本土文化的一个侧面。

日本现代设计特质产生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日

本对世界优秀文化的广泛吸收与接纳，另一方面是本

国的侘寂文化下不完美与残缺美的思维观念，缺后补

偿心理，以及尊重自然简素美的禅宗精神的发展与延

伸[9]。从隐喻的修辞角度来说，侘寂美学就是对“自

然即美”思想的一种隐喻。以上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

促使日本形成了根植于本土文化，考虑人与物、人与

环境、物与环境和谐共生的设计观念。 

侘寂文化下“残缺美”的思维观中，残缺的部分是

有意识的缺失，与日本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相呼应，强

调在微小细节中生命存在的价值。充分发挥不完整形

式、缺失结构的作用，借此来激发人们潜意识里的补

偿心理，引发人们对残缺局部的思考，形成对身边事

物评判性的看法[10]。坂茂的卫生纸再设计（见图 3）

是一种方形纸筒的卫生纸，当方纸卷放入纸架被拉出

时，由于其 4 个棱的作用，会产生阻力使纸卷的拉扯

不似圆纸卷般“顺畅”，同时伴随着拉纸卷的动作还有

“咔哒咔哒”的碰撞声。这种“不完美”的方形设计和使

用时不顺畅的感觉都是一种侘寂残缺。方形纸筒的卫

生纸被拉出时的费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们对卫

生纸的用量，拉动不顺畅发出的“咔哒咔哒”声也时刻

提醒着用户要降低资源消耗，所以说不完美更容易引

起人们的注意，发现缺陷后面的寓意。残缺不代表丑

陋，缺陷更能深刻地传播文明、文化。日本设计师有

意识地利用残缺的结构隐喻完美，是有意而为之的巧

妙设计。残缺之美，美在残缺，残缺的局部更具思想

和内涵。恰恰是因为不完整的结构突出了事物的本

质，刺激了用户的视觉认知和补偿心理，从而让他们

产生广泛的联想与想象。同时在残缺结构的引导下，

逐渐深入到设计的主题和内涵。整个过程即叙事的过

程，由一个缺口作为线索，一步一步接近隐藏在设计

背后的故事[11]。  

  

图 3  坂茂卫生纸   
Fig.3 The toilet paper of Shigeru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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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当今消费时代，兼具功能、装饰与文化价值的产

品更能打动人心，这样的变化既源于人类物质观念的

改变，需求层次的提高，也是人类证明自身方式深度

发展的结果[12]。原研哉的再设计展就是在这样的发展

趋势下应运而生的。通过发现日常生活的所闻、所见，

去改变人们的行为与生活习惯，让人们因为每一个细

节的产生而惊喜连连，探索原本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带

来的乐趣与意味深长，从而形成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

态度。隐喻作为一种更深层次表情达意的方式，能更

好地传达产品所承载的思想和内涵，唤起用户更多的

记忆和情感共鸣。所以说隐喻在日常生活用品再设计

中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营造平凡熟知的日用品

的美感与魅力方面有着不可小觑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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