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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合理化设计观与产品设计创新应用之间的关系。方法方法 在以现代功能主义设计观的

起源与发展作为阐释背景的基础之上，从技术、经济与社会伦理3个层面，分析其合理化特征的方式，

合理化设计观广泛地应用在产品创新设计的实例中。结论结论 现代工业设计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技术

与理性思维，新的设计形态、审美原则以及设计伦理都是由它构造出来的，且逐渐形成合理化的设计

观。合理化设计观为当代产品创新设计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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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tional design concept and innovative industrial design.
Method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functionalism design philosophy，and with its
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economy and social ethics, it analyzed the rational ways，rational
design concept widely applied in product innovative design. Conclusion The core of modern industrial design is
human-oriented technology and rational thinking，which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of new design morphology，aesthetic
principle and design ethics，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rational design concept，which provided a reliable fundamental for
contemporary product innov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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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产生于西方早期工业社会。就像现代

建筑设计一样，它作为现代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无论是形态还是观念都体现出现代设计的基本特

质。对于工业设计中的功能主义设计观，可以从现代

设计的历史发展中探寻它的起源。

1 现代功能主义设计观的起源与发展

最早具有功能主义这种技术合理化设计观念的

并非是现在所称为“设计师”的这个群体，它首先来自

于英国、法国等早期工业国的工程设计活动中，主要

包括建筑和土木工程的设计建造。早在工艺美术运动

之前，帕克斯顿为世界博览会设计的水晶宫就带有“工

程”性质：无论是从它的设计目的、设计程序以及建造

材料的处理，水晶宫都非常类似于现代的隧道或桥梁

建设工程，它具有十分客观的建造目的并被要求有明

确的建筑功能。它的设计（特别是建造程序）是符合工

业化操作的，而且，其材料也严格遵循了基于工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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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标准。在这之后，欧洲的许多建筑都开始采用

水晶宫这种设计的合理性特征并让其自身带有工程性

质，这些建筑包括图书馆、火车站、企业厂房以及后来

的巴黎博览会建筑。而对于这种最早的功能主义设

计，英国人莱特比曾给予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解释：对现

代心灵来说，设计的方法只能从科学的、或者说工程师

的意义上去理解，明确地分析可能性——不要像首含

混的诗一样去处理诗意的东西[1]。

随着欧洲现代主义运动的发展，功能主义设计在

观念上也逐渐成熟。荷兰风格派设计师奥德就是将

客观的技术条件和功能作为设计前提的一个典型。

奥德特别强调设计在功能、目的与经济方面的现实要

求，而设计的形式应该首先依照这些客观的要求合理

地被创造出来，他的设计具有明显的工业化时代的功

能主义性质，他认为不能因为美学而牺牲设计的实用

性[1]。而在俄国的构成主义运动中，设计师在面对社

会工业化和机器大生产这个问题上也曾表达过类似

的设计观点：客观、实用与合理的设计[2-4]。不过，或许

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合理化功能主义设计观出现于

德国。德国的工业联盟可以算作是欧洲第一次有组

织地应对社会工业化与设计之间的关系问题。它得

到了来自国家政府的支持，因而其作用和贡献是之前

在欧洲其他国家出现的那些仅有远见的个人所无法

比拟的。当然，作为回报，它也使得德国为欧洲的现

代设计创建了工业化范式。尽管在意见上有分歧，但

德意志工业联盟还是树立了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合理

化设计观，也就是积极地将工业技术引入设计中。它

创立了设计上的工业技术标准，并使客观的功能和效

用成为设计的关键[5]，诸如瑙曼、穆特修斯、贝伦斯以

及里默施密特等都对此作出了最大的努力[6-7]。而作为

贝伦斯的学生，格罗佩斯传承了由工业联盟所创制的

理性与客观的现代设计模式。像贝伦斯一样，他在对

于现代建筑设计的认知态度中同样考虑到了经济成本，

另外还注意到了国家行政机构所应该发挥的作用[6]。同

样，作为历史的逻辑结果，合理化的观念最后也终于出

现在他所主导的包豪斯设计教育中。

2 功能主义设计的合理化特征

根据上述现代设计的历史起源，功能主义设计的

合理化特征可以得到一个归纳，而正是这些特征被看

作是工业设计在工业社会中发展和创新的根基[8-9]。

功能主义的合理化特征显现出3个维度，它们分别是

技术、经济和社会伦理，这3个维度既有所区别，同时

又相互联系。

现代设计的功能主义特征首先与技术有着最为

密切的关联性。技术的变革是包括工业设计在内的

现代设计体系出现和发展的基础，在现代设计和工业

设计中大量的功能性问题都是依靠技术手段来予以

解决的。否则，曾出现于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优良设计

也只能停留于人文观念领域而无法在物质世界中得

以实现。从客观条件上讲，应该将技术视为工业设计

发展创新的最为重要的促动原因。另外，工业设计也

同现代社会经济密切相关，其合理性也从经济方面得

以展示[10]。在现代工业设计的程序当中，许多因素都

牵涉到合理的经济原则。诸如设计制造成本、生产流

程或者销售推广等，它们无论如何都遵循着经济与市

场规律。对这些规律的遵循也体现着工业设计所具

有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同样可以把它看作是工业设计

本身所执行的社会功能。此外，对于社会功能而言，

社会伦理问题更能表达工业设计所肩负的责任。尽

管社会伦理问题属于道德范畴，但是，在现代设计领

域内，社会责任意识从来都是和工业设计的创造联系

在一起的[11-13]。这些社会责任既包括对社会中的个体

责任（比如使用者的安全性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对社

会集体的责任（比如社会环境的改良或者可持续发展

问题）。而上述这些社会责任的实现又和社会技术变

革、社会经济运行等因素密不可分，也因此，它们才有

着很强的互动性。

3 当代工业设计中的合理化与功能主义：高

速列车设计

随着世界高速铁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速列车的

造型设计也越来越引起铁路部门与机车制造企业的

重视，我国也已设计制造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

超过350 km/h的高速列车。在高速列车的设计过程

中，研究者逐渐认识到高速列车的设计与开发是作为

国家的一项宏观政策而被执行的，技术的因素在其中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哪个国家的高速列车，

总能从其造型形式中发现与技术直接关联的因素，而

且这种关联因素具有某种共性，不因国家或地区的改

28



第35卷 第24期

变而改变，它是功能性的、合理化的，因此它同时也具

有“国际主义”的含义。

在高速列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法国和德国是两

个重要的技术发源地，它们也因此成为技术扩展的中

心。世界各国高速列车造型设计见图1。图1a考察了

西班牙的高速列车造型设计，可以从中发现其列车造

型与法国或德国列车之间明显的亲缘关系，这种列车

造型上的共性特征正是技术扩散的结果。如果将视野

扩展到整个欧洲范围来看，也能轻易发现包括西班牙

在内的欧洲各个国家的许多车型在列车的设计形态上

都有着亲缘性。如图1b，欧洲范围内在高速列车设计

认知上达成的共识，可以对这种具有“国际主义”风格

的造型给予解释。如图1c，尽管西班牙与日本两国的

自然、社会环境及其历史传承、设计文化传统等有着显

著的不同，但其高速列车造型设计仍然具有明显的共

同特征：基于空气动力学考虑而导致的整体上扁平、延

伸的车头造型。由此可见，在高速列车造型设计中，技

术的因素（合理化）起着主导的作用，而文化因素的影

响则常常以柔性的方式得以呈现，也就是说，严格理性

化与通用化的技术考虑所产生的设计形态结果，同时

也可以承载着极端区域化的文化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高速运行的情况下列车

的机械性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些低速行驶时不需

考虑的问题开始出现，如空气阻力问题、升力问题、轮

轨之间的力学关系等。在这些问题的制约下，高速列

车的造型就必须符合一些特定的技术要求，提高列车

头部的长细比，减小正面空气压力波，减小会车压力

波与隧道效应并削弱侧风对列车运行的影响。高速

列车的造型总是带有明显的技术推敲的痕迹，大体上

可以将高速列车的头部造型曲线分为梭型、复曲线型

和双翼型，见图 2。也正因如此，图 1c 中西班牙

TALGO350高速列车及日本新干线E4那看似怪异的

头部造型（双翼型）其实蕴含着深层次的技术合理性，

扁宽的车头可以进一步降低空气阻力，双翼连接处的

凹槽可以更好的导流并将高速运行时的升力变为压

力，提高列车高速运行的安全性。而图1中所有列车

的前挡风玻璃倾斜角度都在21°~36°，这样不仅可

以保持列车前脸的流线型，降低风阻，而且可以在保

持透光性的同时避免眩光现象。总之，高速列车的造

型美感不仅是审美需要的表现，而且更是功能与技术

要求的体现，其中蕴含着严格的理性传统，技术发展

融合在列车造型的演变过程之中，在合理化造型与点

线面的数理关系中体现高速列车符合目的性与规律

性的技术美学特点。

4 当代工业设计中的合理化与功能主义：轻工

业产品设计

功能主义设计观强调功能适用，注意形式与功能

的匹配，推崇形式简单、操作方便与功能合理的产品

设计。在这种设计观念盛行的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

的设计与产品制造企业，德国布朗公司即是其中之

一。时至今日，形式与功能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工业设

计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毋庸置疑的是，简洁的形式是

人们一贯的审美追求。简洁比较容易产生秩序，而秩

序则是产生美感的重要途径。iPod与 iPhone见图3，

经典的苹果iPod音乐播放器外观形式与布朗公司在

20世纪60年代所设计的T3收音机颇为相似，而苹果

的所有产品都将简洁的形式做到了极致，或许这种明

确、简单与平衡的线条才是设计风格中经久不衰的流

行趋势。同时，iPhone在操作方式的设计上采用了多

项创新技术，如方向传感器、耳朵（距离）传感器、放大

镜及多点触控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手机的

交互方式，使手机的操作更为直观和便捷，改善了用

户的使用体验。总的来说，正是这种简洁的外观造

型、合理的功能配置、直观的交互方式，最终使iPhone

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产品的操作方便性和使用效率是功能主义的合

图1 世界各国高速列车造型设计

Fig.1 The world of high speed trains design

图2 高速列车的头部造型曲线

Fig.2 The curving model of high speed 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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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设计观所强调的重点，它在目前的产品创新设计

实践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基于人机工程

学的设计方案可以解决产品使用过程中的问题，提高

使用方便性和使用效率。螺丝刀、油漆刷与切刀见图

4。螺丝刀可改变操作方式，将把手部分横置后可以

增大旋转时的力量；油漆刷则通过在侧边开一个小槽

解决了工作时放置刷子的问题；而跷跷板式的切刀改

变了传统切刀的操作方式，可以帮助使用者更省力地

切割辣椒、草药等原料，同时增强了工作时的趣味性。

Philips公司的儿童用核磁共振机见图5，为了使

儿童更多地了解核磁共振检查的目的与过程，降低其

心理上对医疗检查的恐惧，Philips公司对儿童核磁共

振检查室进行了合理化的布局，专门设置了一个房间

放置一台小型的模拟核磁共振检查的机器，在这个房

间内儿童可以利用模拟机对自己的玩具做一个全身

的检查，在此过程中加强对该项检查的了解。

5 结语

现代工业设计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技术与理性

思维，新的设计形态、审美原则以及设计伦理都是由

它构造出来的，其为当代创新设计提供了一个可靠的

观念基础。在装备制造、医疗器械、数码通讯产品及

日常生活用品的创新设计中，功能主义的合理化设计

观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功能适度、形式适应、操作直

观、体验丰富逐渐成为优秀工业设计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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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iPod与iPhone

Fig.3 iPod and iPhone

图4 螺丝刀、油漆刷与切刀

Fig.4 Bolt driver, paintbrush and slicer

图5 Philips医疗器械设计

Fig.5 Philips medical instrument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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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简单地让灾民有一个栖身场所，而是一个能够很好

地满足日常生活、医疗、交流和工作的特殊场所。和

其他城市公共环境相比，震后安置设施设计更需要贯

彻科学、系统和人性化的设计原则。通过对震后安置

房及临时医疗点的设计研究，全面系统地了解震后生

活设施设计理念，更好地为灾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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