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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以及在当下的延续与创新。结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制器尚象”的设计智慧在当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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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Application of Design Wisdom of “Zhi Qi Shang Xiang” in Ancient China 

YANG Xian-yi, WANG Yong-dong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reation art wisdom of 
“Zhi Qi Shang Xiang (When manufacturing an article or an impl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refer to its shape or drawing)” 
and its design applicati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hinking expression 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today's society, to 
make “Zhi Qi Shang Xiang” serve the pres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mainly used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to find out the simple concept of creation of “Zhi Qi Shang Xiang” in an-
cient China from the classic ancient books, and divided it according to the advanced mode of object, image and truth. 
Through specific design cases, the applic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design wisdom “Zhi Qi Shang Xiang” and its current 
continuation and innovation were analyz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Chinese traditional creation art wisdom of 
“Zhi Qi Shang Xiang” has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mage” to “shape” and has formed unique “image think-
ing” design innovation mode. Only by constantly searching for the convergence point of ancient and modern design 
thoughts, can we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esign practice and design theory under the envi-
ronment of consta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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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孕育出了中国

特有的文化基因，造物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思想势必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

中。这种传统文化在造物设计中的体现主要包括中国

古代劳动人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中国古代这种朴

素的造物智慧被概括成了“制器尚象”的设计思想。

笔者首先借鉴了张卫学者 2019 年 9 月在《中国社会

科学报》上对中国传统造物中“制器尚象”思想的划

分方式，分别从器之物象、器之意象和器之道象三个

视角阐释了中国传统造物设计中的原始“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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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二部分主要结合当代设计中的一些具体设计

案例，阐释了中国传统“制器尚象”的造物智慧在当

今如何发展成一种全新的“象思维”进而指引当今设

计的发展与创新，笔者最后结合具体的产品将“制器

尚象”中的“象”分别从物象和意象两个方面进行“象”

元素的概括与提取，对设计活动中产品从“象”到“形”

的过渡进行了详细论述。 

1  制器尚象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人类文明尚不成熟，科

学技术尚不发达的时期，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存在

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

现为敬畏自然。“制器尚象”便是古人最早提出敬畏

自然的造物设计思想。“制器尚象”的说法最早源于

中国古代西周时期的经典典籍《周易》中的思想，它

的意思是器物的造型与装饰都是源于世间万物之象，

因此就有了“器之大者莫如磬，物之大者莫如山，故

象山以制磬，或为大气”这样的说法。同时，“大气”

一词就可以看出“制器尚象”的意思并不是简单意义

上的模仿世间万物的造型，其基本的含义应该包含三

个层面的意思，即器之物象、器之意象和器之道象。

此外，在《易经·系辞》中同样也有“形而上谓之道，

形而下谓之器”的说法。这句话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

容，“道”通常指的是事物的一般规律，属于事物的

内在属性，是形而上的本体。“器”则指的是形而上

的具体概括，属于有形的事物，指的是已经被接受或

认可的真理、教条等，属于道之载体，因此，“制器

尚象”的意思就是从自然的角度审视器物的造型、寓

意以及精神层面的设计规律。 
《周易》中有许多关于“象”的描述，比如“在

天成象，在地成形”、“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等，

这些“象”主要指的是卦象，其中存在着中国古代造

物过程中从“形”到“意”的设计观念与思想[1]。卦

象来源于客观自然的形象，古人造物时，在“制器尚

象”的物象阶段一般都是对世间万物的简单模仿，意

象和道象属于“制器尚象”的高级阶段，通常是在通

晓天地万物和宇宙宏观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经过高度

概括、抽象出来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2]。 

1.1  器之物象：模拟万物造其型 

古人认为“物象”一词包含了世间万物、市井百

态、生产生活和消遣娱乐等。制器是对自然的模仿和

再现。“制器尚象”的初级层面是对器物造型的模拟，

这就意味着古人创造的大多数器物都可以在自然界

中找到对应的造型原形。无论是对宇宙万物的概括总

结，还是自然个体的精确模拟，都是对已存物体不同

程度上理解的结果。古人对器之物象层面展开的造型

设计通常是对宇宙万物的再现，是对自然界已存物象

实体的模拟。从考古工作者在各地挖掘出来的古器物

来看，崇尚自然的造型是古人制器尚象在物象层面的

主要方法。如原始时期的陶器船型壶、人头壶，商周

时期的四羊方尊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面像，汉代的

长信宫灯见图 1、马踏飞燕，唐代的人物彩绘陶俑和

唐三彩马见图 2，都是从模仿人物或动物形象获取器

物造型的元素。 

1.2  器之意象：理解万物获其寓 

除了上述的器之物象，古人在造物时还会通过其

内在的特征赋予器物新的寓意。王弼在《易略例·明
象篇》中这样说：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象者

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意象和

造物的更高层次，是对事物规律的概括与总结，是中

国古代“制器尚象”的较高要求，是对物象在心理层

面的崇尚[3]。在先秦的哲学中，通常将意象理解为一

种滋生于自然的鲜活的生命形态[4]。意象是人类对事

物主观层面的认识，也可以理解为是想象，意象的获

取一般是通过对外界事物观察和理解的基础之上，对

某一事物或生活现象概括、总结和提炼的结果[5]。张

岱年在《中国思想偏向》一书中将中国传统造物中的

意象根据其对器物寓意获取方式主要分为四种，分别

是象征式意象、物语式意象、谐音式意象和借代式意象。 
 

 
 

图 1  长兴宫灯 
Fig.1  Lantern of Changxing Palace 

 

 
 

图 2  唐三彩马 
Fig.2  Horse of Tang tri-colored p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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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象征式意象，主要是指借助具体事物来表

达特定意义。这种获取寓意的方法最先出现在诗歌等

文学作品中，随后演变为古人造物的一种重要思想。

它的运用是建立在对自然万物深度理解的基础之上

的，并能够高度概括事物内部的象征意义。例如古代

对于“锁”这个动词的理解起初只是简单意义上的概

括，理解为“关”的意思。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

“保护”、“控制”等一系列新的寓意出现了，这便赋

予了“锁”作为名词时的更多功能，长命锁就是基于

“保护”这一新的寓意而诞生的功能。其次是物语式

意象和借代式意象，主要是根据事物或景物的特征，

给予抽象的意义。整体、直觉、取象比类是我国古代

造物的主要思维方式，例如我国古代历来就有崇龙崇

凤的传统，《新唐书·太宗纪》中有这样的记载：龙凤

之姿，天日之表。龙凤一般用来指的是才能优异或者

拥有帝王相貌的人，因此，中国古代造物设计中龙凤

形象的出现一般寓意着才能、威严和权力。古代皇帝

座椅的龙形把手就是来自于这种物语式和借代式的

意象，龙形图案见图 3、龙形扶手见图 4。最后一种

器物意象的获取便是谐音式意象的方式，例如古代

“鼎”的寓意便是来自于谐音“顶”，象征着“显赫”、

“尊贵”、“盛大”等意义，因此，才会有“禹铸九鼎”

和“问鼎九州”这样的说法。 
 

 
 

图 3  龙形图案  
Fig.3  Dragon pattern  

 

 
 

图 4  龙形扶手 
Fig.4  Dragon-shaped handrail 

1.3  器之道象：超越万物得其道 

器之道象并不是像字面上理解的道家思想，而是

指造物设计中所蕴涵的原理、规律甚至是哲学思想，

这是“制器尚象”最深层面的意思。“道”指的是一

切原理与规律的总结，既可以是科学文化知识，又可

以是古人生活经验的总结[6]。根据道象制器就是指利

用自然中万物发展与变化的规律作为人类制器的法

则与原理，在对自然之理洞悉掌握的基础之上并学以

致用，以自然生动的变化法则衍生出人类对器物功

能、结构、审美和心理等方面的诉求，根据人类对器

物不同层面的需求变化其道、延伸其道。创造事物的

表象以事物变化的情状显现为参照，所创造事物的形

体以事物变化的形状为依据，这样制造出的器物因不

同的需求而有不同的用处，就形成了不同的制造方

法。制造出的器物利于仿效，利于反复使用，利于普

及与传播，造物过程中的这种给人类带来的不同利益

的原理与法则便是古人的成器之道[7]。 
由此可知，这种天地之道的制器法则，不仅是宇

宙万物共生与发展的法则，同样也是人类遵循天地自

然法则而创造事物的法则。这种法则同时既是顺应自

然万物的内在和外在发展因素，反映的是人类主观思

想与社会意识形态在生活中的具象概括[8]。人们为了

更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就必须在不断

地认识自然规律的同时应用自然规律进行新生事物

的创造。所创造器物的合理性与实用性就是古人对自

然之道正确认识与合理应用的结果。 

2 “制器尚象”在当代设计中的应用 

2.1 “制器尚象”中“象思维”在当下设计活动中的

应用 

“象思维”是对传统“制器尚象”三个层面深度

概括与提炼之后得出的具有一定实践价值的方法论。

主要是指在具体的设计活动中，如何将“制器尚象”

中器之物象、器之意象和器之道象三个层面的可感知

性转化为激发设计创意与灵感的元素，进而指导设计

师在具体的设计实践中产生灵感迸发。具体来说，形

象思维就是“制器尚象”中“象思维”在物象层面的

运用；抽象思维和意象思维的方式来源于设计师对

“制器尚象”思想中“器之意象”的认识；玄想意象

思维是对“制器尚象”中传统器之道象思想的概括与

补充。总的来说，“象思维”是将传统“制器尚象”

造物设计思想进行理论实践化的创造性手段和方式。 

2.1.1  形象思维的运用 

“制器尚象”是指从自然中获取造物与设计的方

法和原理。从古至今，事物发展的外因在不断变化，

造物设计的方法与思想也不例外，为了适应事物的这

种发展变化，如何寻找出适应事物变化的外因就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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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关键所在[9]。古人认为事物进化的过程是对

自然环境的不断适应，因此，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从

自然中寻找提高这种适应度的方法。人们经常会说不

破不立，事物颠覆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从内部开始的，

而必须是外部环境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就是自

然的力量[10]。人类正是在认识这种自然力量的过程中

掌握了形象思维的运用。一般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都

具有形象感受、形象储存与形象识别的能力，但是有

所不同的是人类在对形象完成感受、储存与识别之

后，还会涉及形象的创造与描述，这是人类作为智能

生物的根本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创造力产生的根本源

泉，形象思维的实现过程见图 5。 
形象思维的运用是古代“制器尚象”观念对今天

设计活动最为直接的影响，形象思维是通过具体的感

性形象进行思考，设计师通过自然物象进行整体或局

部形体的想象和联想来孕育新的造型和形象[11]。其通

常做法是将某一形体中最具代表性或最能反应该事

物“象”特征的一部分独立出来进行刻画，通过已知

物体和目标物体“象”的共性特点进行融合创作，形

象思维运用方式见图 6，物象 2 也就是设计产品的产

生源于对物象 1 整体或部分特性的发掘与整理。通过

形象思维进行创意表达的过程就是一个随形就象、适

时造型的过程，设计师构思的形体与自然物通常是一

个互为因果的统一体。这同样满足当代设计中实事求

是的设计思想，其中形象思维中因象赋形的自然物就

是实事求是中“事”的部分，通过自然物的概括、提

取，进行产品融合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求是”的过

程。这种因象赋形的形象思维在当今的设计中屡见不

鲜，比如 2000 年日本名古屋国际设计竞赛金奖的碎

纸机设计见图 7，这款设计作品的创意构思来源于形

象思维，它与平时看到的产品的最大不同是无法立刻

在脑海里呈现出这款形象思维产物的自然物象，因为

它的形象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象，而是自然界中的

一种场景物象，它的工作场景模拟的是一种自然中

秋叶飘落的场景。当纸屑落在地面上由人工清扫的

时候，就会给人一种空寂静美的古典美感，即“侘

寂之美”[12]。 
设计师 Dae-hoo Kim 设计的火山加湿器见图 8，

该设计获得了 2013 年 IDEA 设计奖。这款设计的创

意过程就是典型的形象思维，它的“象”来源于自然

界中火山爆发的真实情景，加湿器的整体造型也是根

据火山的形体造型抽象概括而来。不仅如此，设计师

还根据世界各地不同火山的特点设计了多种不同的

款式，比如黄石公园款和富士山款等。此外，加湿器

出气孔的位置还配置了灯光装置，形象模拟了火山喷

发时火光冲天的情景。加湿器正常工作时，水蒸气会

从出口处缓缓升起，形成一圈圈不同形状的烟圈，随

着水蒸气的不断升高，烟圈颜色逐渐变淡，直至消失。 

 
 

图 5  形象思维的实现过程 
Fig.5  Realization process of image thinking 

 

 
 

图 6  形象思维运用方式 
Fig.6  Using mode of image thinking 

 

  
 

图 7  碎纸机设计        图 8  火山加湿器 
Fig.7  Paper shredder design   Fig.8  Volcano humidifier  

 
2.1.2  抽象思维的发挥 

抽象思维的发挥是“制器尚象”设计思想在设计

领域较高层次的应用，其主要的思维过程是通过抽象

概括的手法将自然界中的“象”元素进行主要特征的

提取，将自然物象特征元素与设计师的主观思维相融

合，进行创意思想的升华，抽象设计思维的形成过程

见图 9。设计师一般通过这种抽象思维的发挥来创造

一种抽象的造型，以此实现设计活动中借物象转化意

象的造型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由物象转化意

象的造型方式中，自然物象与目标物象之间并不是一

种一一对应关系，也就是说被抽象概括的自然物象的

整体或局部可能拥有着与目标物象完全不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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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有设计师心理形态的反射，也正是设计

师这种心理形态在抽象造型中的融入，赋予了一件设

计作品真正意义上的创意之思。这种创意具有极强的

主观特性，每一个观众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产生不同

的审美情趣，这使得每一个观众与设计作品的交流互

动都具有独特性与主观性。 
天津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的副院长王立德教

授的陶艺作品大多数是通过物象特征因素的概括与

转化而来的抽象造型，通过整体和局部的造型，观众

无法将他的作品明确归为某一具体自然物象的概括

与总结，只能认为是由多个抽象集合形体的组合。作

品《源》见图 10，是他创作的极具代表性的一件陶

艺作品，他对我国传统造物设计中“制器尚象”的理

解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那就是绝对的抽象。抽象的

思维方式使他将世间万物概括为不同的几何体，他以

球状为载体，代表着宇宙万物的运行方式，有一种轮

回的思想在里边，表达出了一种圆满之意。通过菱形、

圆形和带状形等不同几何形体的综合运用，营造出一

种包罗万象的壮阔之感，象征自然万物的不同几何形

体之间的高低起伏呈现出一种生命的律动。带状浮雕

向后延续奔涌，借“源”之势飘向远方、周而复始，

传递出源源不断的生命美感，在抽象的造型中引发人

们的联想[13]。  

2.1.3  意象思维的迸发 

意象思维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抽象化的过程，只

不过与普通的抽象思维相比具有更强的象征性。首先

是对客观事物的一个直接感知，然后将通过感觉器官

感知的“象”（一般称之为“后象”）进行记忆与解读，

赋予这个“象”象征性的寓意，最后这个具有象征性

寓意的“后象”就是人们对某一事物长期认识过程中

产生的意象，意象思维的产生过程见图 11。中国传

统造物中的“制器尚象”思想对意象思维的解释主要

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符号意象思维、玄想意

象思维和审美意象思维。符号意象思维在中国传统造

物中主要指的是通过一些特指的符号来体现某一社

会法则或是人类信仰，例如设计中对于宗教因素的考

虑通常是以符号化的形式出现的。今天所普遍理解的

符号指的是一切视觉元素，包括图像、图腾等一系列

视觉元素，这种符号意象思维中的“象”元素是人类

在长期的历史活动过程中思想意识和文化传统的总

结。今天的符号学就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例

如兰博基尼车标见图 12，整体图像符号是一头向前

攻 击 的 斗 牛 见 图 1 3 ， 这 与 兰 博 基 尼 这 种 超 
级跑车崇尚力量与速度的理念相符合。牛在我国的传

统文化中一直是野蛮、暴力、倔强的代表，也正是这

种意象的存在，因此以斗牛的符号元素作为兰博基尼

跑车的车标便能普遍引起人类的文化认同。 

 
 

图 9  抽象设计思维的形成过程 
Fig.9  Formation process of abstract design thinking 

 

 
 

图 10  《源》 
Fig.10  “The Source” 

 

 
 

图 11  意象思维的产生过程 
Fig.11  Generation process of imagery thinking 

 

 
图 12  兰博基尼车标 

Fig.12  Lamborghini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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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斗牛 
Fig.13  Bullfight 

 

 
图 14  外星人标志  
Fig.14  Alien sign  

 

 
图 15  外星人电脑 

Fig.15  Alien computer 
 

 
图 16  高山流水香台 

Fig.16  Incense holder of mountain flowing water 
 
玄想意象思维一般是通过某些特定含义的意象

符号来传达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从前文的论述中已经

知道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中的道象是指超脱一切客观

现实达到某种精神上的归属。道家文化中的太极符号

在设计中往往象征着一种阴阳相合、虚实相生的交融

思想。这种象征形而上的玄想意象在今天的设计中依

然存在，只不过今天的玄想意象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

孔孟之道、宗教思想和程朱理学等，经过几千年历史

的演变，玄想意象的思维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得到

了很大程度上的丰富，这是社会意识形态、人类思想

和科技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空间技术和航空航

天技术的发展，人类探索宇宙未知世界的步伐在不断

加快，对于外太空的认识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人类通

过科学技术和主观意识形成了对外太空生物的统一

认识，称之为外星人，外星人标志见图 14。今天外

星人的符号代表神秘、另类、内敛、沉稳、迅速和高

科技，戴尔公司推出的 Alienware 系列外星人电脑见

图 15，就是对这一元素符号的完美诠释，无论是造型、

色彩和材质都体现着浓厚的神秘、另类特点。 
审美意象思维是指通过创造某种审美意象来营

造一种文学艺术中的境界美，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与设

计师的文学素养有直接关系，同时观众或是审美消费

者也必须具备同样的文学素养才能实现审美认同。设

计师在具体的设计中主要通过某种客观场景的设计

将观众带入到一个自己熟悉的艺术情境中，以达到设

计师与观众在设计审美上的同步。这些艺术情景通常

包括一些观众熟悉的诗、词、书、画、乐等作品中营

造的场景。例如洛可可设计公司的创始人贾伟设计的

《高山流水》香台见图 16，通过石盘错落有致的排

列创建一种天然形态，将朴素的自然之美与观众印象

中的中国山水自然的景象联系到一起。运用物理学和

化学的相关知识让烟气自卵石间蜿蜒而下，如涓涓云

水漫过山间，仿佛仰观高山流水的自然气象，体会中

国田园诗中隐遁山林的自在幽远。 

2.2  从“制器尚象”中的“象”到今天“形”的转变 

传统造物设计中的“制器尚象”最初是指在形态

上模仿自然，从自然中获取造物设计的灵感，这主要

是基于一种对自然的敬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

进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认识

的改变源于人类思维意识和知识储备的提升。时至今

日，很多设计师和设计理论家依旧倡导应该从自然中

找寻设计的灵感，将自然的元素应用于今天的设计之

中，这便是当代设计中的“制器尚象”。今天所提倡

的“制器尚象”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源于一

种对于自然中“象”元素的提炼与总结。“制器尚象”

中的“象”并不完全指的是产品或是器物的形体，如

果说“器之物象”层面的“象”就是指形体本身的话，

那么“器之意向”和“器之道象”则是指事物的内在

属性和宏观运行规律，更多的是对事物深层属性的抽

象与总结，是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事物的变化法则，

不单单拘泥于某单一事物的刻画。今天的“制器尚象”

解决的不仅仅是如何使“象”到“形”的转化，更多



350 包 装 工 程 2020 年 8 月 

 

的是寻找“象”和“形”之间转化的必然逻辑和宏观

规律，而“象思维”则是实现这一过程的方法与手段。 

2.2.1  设计中自然物象的概括 

其实早在西方新艺术运动的时期，设计师就倡导

从自然中找寻设计和装饰的动机，在设计中具体表现

为对自然曲线的运用，但是由于当时并没有提出一个

确切的标准，这就使得新艺术运动难免沦为一种形式

主义运动。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设计和制造能力

的不断发展，设计师对于自然的设计和装饰动机有了

新的认识，新的自然曲线在设计中引起了设计师的普

遍关注。设计师在极力创造一种全新的造型方式，这

种造型依旧来源于对自然的刻画，但是它不会引导人

们将自己的审美联系到自然中某一既定的自然物之

上，而是知道这种造型源于自然却又不是对自然的简

单模仿。这种设计方法主要表现为对自然曲线的运

用，这种自然的造型方式对外表现为一种追求有机曲

线和有机曲面的表达。 
空气加湿器见图 17，在这款产品中无法一眼看

出其形体是源于自然中的哪一个“物象”，但是一般

都默认它的设计灵感是源自自然。这款设计中包含了

对自然形体刻画的一般方法，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

内容。第一，产品中多次出现了大圆角和柔和曲面的

过渡，一般认为自然中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直线，因

此这种大圆角和过渡柔和的曲面一般被认为是源于

自然的造型元素。第二是面和面之间的衔接关系，即

便在同一个产品中，不同材质的曲面在衔接方式上形

成一个非常自然的过渡，除了色彩的区分之外，看起

来更像是有机的结合。第三是曲率的连续变化，其主

要意思是产品造型的设计在很多时候都是由连续变

化的曲面组合而成，这种曲面的变化是一种随机、无

规律的自由延伸。 

2.2.2  设计中自然意象的表达 

“制器尚象”的设计思想在现代设计的发展过程

中经历了仿生设计、有机设计等一系列的风格演变，

时至今日，“制器尚象”在设计活动中的应用已经不

再是简单的生物形态、自然肌理质感、生物结构、生

物功能和生物颜色的简单挪用了，更多的是对于一些

自然意象的表达。自然意象是在人类认识自然的经验

与情感积累的过程中产生的，设计中自然意象的表达

对产品语义和文化特征的体现具有重要作用。自然意

象在设计中的表达与产品的造型与功能往往并不是

一一对应，意象的产生往往要经历一个个形象材料的

收集过程，这些形象材料的原形一般是来自于自然中

的一些形象，主要包括生物原形的形象、生物原形的

环境形象、所设计产品的形象、产品使用环境的形象

和产品设计的目标形象等[14]。 
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自然意象的表达主要是对

一系列意象版面的制作，意象版面制作的依据是上述

意象产生的五个阶段。比如迷彩坦克设计见图 18，

这个设计在意象版面的制作过程中就经历了以上五

个意象收集的阶段。第一是生物原形的形象，虽然这

个设计无法准确对应于自然中的某一具体物象，但是

其色彩和装饰很明显可以看出是源于环境色的概括，

在这一阶段的意象版面中就会出现“绿色”、“野外”、

“环境”等一系列关键词。第二是生物原形的环境形

象，由于坦克的使用场景一般是野生、陆地等自然环

境，因此它所依照的生物原形的环境势必也拥有“野

生”、“陆地”、“崎岖”等一系列的特征限定词。第三

个是所设计产品的形象，所设计产品的形象就是早期

对于这一战争工具的设想，因此具有“战争”、“坚固”、

“攻击”等一系列形象。第四个是产品使用环境的形

象，在考虑这一产品实用环境时，设计师早期的定位

肯定是陆战工具，并适合复杂的地理环境，因此就会

出现“陆地”、“复杂环境”等环境特征词。最后是产

品设计的目标形象，这是针对设计师所构想的产品造

型和功能找寻意象限定词，因此就会出现“射击”、

“驾驶”、“通信”等目标形象限定词。 
意象版面的制作过程中会涉及到产品在每一个

意象指导下的形体元素，坦克设计过程中的意象版面

制作见表 1，是坦克设计过程中意象产生的五个阶段

分别对产品造型与装饰的影响。在意象版面制作完成

之后就是意象的综合过程，主要是将前一阶段收集得

到的形象，经过提炼形成意象，再经整合创造，形成

一个多义的、具有模糊意味的整体意象[15-16]。这个具 
 

  
 

图 17  空气加湿器 
Fig.17  Air humidifier 

 

 
 

图 18  迷彩坦克设计 
Fig.18  Design of camouflage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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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坦克设计过程中的意象版面制作 
Tab.1  Image layout during tank design 

 
  

有模糊意味的整体意象在设计的最终成形过程中还

会受到工艺、材质、装饰等多方因素的影响。总之，

“制器尚象”的设计思想发展到今天早已不是简单的

从物象到物象的过程了，已经被设计师解读为一种

人、产品、环境综合关系的运用，更像是追求一种设

计的和谐之美。 

3  结语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制器尚象”造物思想在物

象、意象和道象三个层面的划分，创造性地提出了“象

思维”的设计创新模式，并通过逐一论述，将“象思

维”的设计创新模式总结成能够指导当代设计的设计

表达语言和方法，其基本模式主要分为四个步骤，第

一步是根据产品目标形象和使用环境形象寻找相应

的生物原形形象和环境形象；第二步是将寻找的生物

原形形象和环境形象分别从物象、意象和道象三个层

面进行“象”关键词的提取；第三步是以提取的“象”

关键词为元素进行“象”版面的制作；第四步则是根

据生成的“象”版面确定产品的目标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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