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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文化元素在茶禅系列用品设计中的应用

王伟伟，金 心，王 毅，陈满儒

（陕西科技大学，西安 710021）

摘要：以五行文化的历史渊源为启示，深入分析了五行文化的核心思想，并综合运用设计基因的研究方法，论述了

五行文化核心视觉元素的提取思路。在此基础上，结合茶禅用品设计的特点，提出了将五行文化应用于茶禅系列产

品设计中，这一方面有助于丰富产品的视觉信息，形成产品独有的文化风格，进而提升产品的内在涵养；另一方面可

以更好地传播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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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spired by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five elements culture，it in-depth analyzed the core idea of five

elements culture.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design genes，it discussed the extracted ideas of core visual

elements of five elements culture.Based on this，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en tea supplies design，it put

forward five elements culture applied to the design of the Zen tea products，which will both help enrich the product visual

information, form the product′s unique cultural style，and thus enhance the inherent virtue of the product；on the other

hand can be better to spread and promot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five elements culture；design elements；product design；tea set design

收稿日期：2012-09-13

基金项目：陕西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BJ12-07）；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2YJCZH248）

作者简介：王伟伟（1983—），男，山西长治人，博士，陕西科技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化产品设计及设计管理。

文化具有标志性，象征着一个人群，展现着这群

人的风格和特点。它属于非物质信息，是看不见摸不

到的，是一种感性的存在，但是人们可以去感知它、体

会它。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有形的物质符号和无形的精

神内容。五行作为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原始普

通哲学系统论，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被广泛的应

用，并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人

民生活日益富裕，科技发展使得城市变得喧嚣、冷漠、

忙碌，越来越多的人想从文化方面寻找精神的寄托，

品茶、论道、讲佛便成了很多人的最爱。然而文化是

无形的，需要一个良好地载体来展现它，茶具便是优

良载体之一，能够兼顾品茶休闲、论道静心并满足人

们对文化的依恋。

1 五行文化研究

1.1 五行文化概述

五行学说最早始于夏商年间，在战国时期得到完

善。也有学者认为在战国时期，五行的概念才初步形

成，它被认为是阴阳相互作用的产物。春秋战国时

期，古代思想家又先后提出五行相克、相生理论。五

行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制

度、思想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

面面。

梁启超曾对五行思想作出评论：“五行思想形成

高校设计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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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建以万斛狂澜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由此

可见，五行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深。五行中的

“行”指运动，五行学说里认为物质世界是由金木水火

土这 5种物质互生互制的运动变化构成，但五行学说

又不单单是在描述这 5种物质本身，而是对 5种属性

的抽象性概括。

1.2 研究现状分析

近几年，中国风吹遍国内外，各种文化元素应用

屡见不鲜。例如“中国印”奥运会徽、祥云火炬、功夫

熊猫、奥运福娃等。对于五行文化的研究更多是偏向

于医学、命理、风水方面，在设计方面的研究虽不多，

但也不乏有个别打开五行文化之门的前辈。

胡飞[1]解说了与五行相关的3种思维方式，论述了

五行学说与现代设计思维的关联性；曾晓云[2]综述了色

彩五行说的发展和应用，提出现代设计中的颜色应用

要以了解传统色彩对现代人的影响为前提；王鹏鸣[3]以

雕塑设计案例为例，将五行文化与地域性文化结合。

通过上述研究现状分析可见，在设计领域对五行

文化的研究应用偏重于对五行五色的理论性研究。

目前，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方法或理论来支持五行文化

与具体设计实践活动的结合。这里在五行视觉设计

元素提取与设计再应用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并

将其应用于茶禅用品设计过程，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

践指导价值。

2 茶禅用品设计

茶文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痕迹，茶具作为茶文化的物质载体，它所显现出的艺

术与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千百年来，我国饮茶习

俗一直延续至今，渐渐地，饮茶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茶具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陶土作为人类造物的一种原始材料被应用至今，

从古代的陶器皿到现代奢华、多种多样的日用陶瓷都

是陶土创造的精灵，是最贴近自然、最接近地气的物

质。有学者将茶禅设计归类为软设计，茶禅设计的功

能性、艺术性以及文化性是其价值所在。设计强调

人、机、环境的和谐，茶禅强调心、境、茶的和谐，所以

可以认为设计与茶禅相近，它们追求的都是精神上的

升华。

茶具属于日用陶瓷，有学者提出，日用陶瓷承载

着功能效用和文化两层意义，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应

对两方面进行权衡，合理设计[4]。

3 五行成套茶具设计过程

针对五行文化，笔者通过文化元素提取的方法，

以五行成套茶具设计为例，尝试将五行文化融入茶具

设计中。

茶具设计过程主要分为3个层次：（1）针对茶具进

行问卷调研，通过型谱分析图抽取设计较好的产品设

计形态；（2）针对五行元素的特性进行剖析和提取；

（3）综合上述两部分提取出的形态及元素进行整合，

有针对性的应用至茶具设计中。详细过程见图1。

3.1 市场调研以及茶具型谱分析

1）市场调研。有针对性地、深入地进行市场调

研，有利于后期设计，发掘用户的使用需求、情感需

求、文化需求。首先，对设计人群进行分类，然后通过

发布网络问卷，以无记名形式进行问卷调查，最后对

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到调查结果，见图2。

主要从造型、设计风格、色彩、图案方面入手：在造型

方面，主要倾向于圆形；设计风格以古典、简约大方为

主；色彩多倾向于柔和典雅、简约单色；图案纹饰期望

简约统一。

2）茶具型谱分析。型谱分析图能够有效地将大

图1 设计过程分析

Fig.1 Design processing analysis

图2 调研结果

Fig.2 The result of the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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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信息进行分类对比，更好地查看不同信息之间的

区别。茶具型谱分析的部分内容，见图 3。在造型方

面，从整体上看，多以圆弧、流线为主，有个别通过切

割形成部分直线条，圆中带方、方中带圆，具有典型的

传统风格，在大型上面基本大同小异。还有一部分异

形茶具，打破了传统的形式，将一些具象的素材加入

进去。在细节方面，每种茶具的区别都在于细节。为

了区分它们，并且表现出相应的名字所对应的含意，

很多设计都是在细节和纹饰上进行了处理。细节多

用曲线、图案、纹理进行刻画，层次处理精致得当，看

起来赏心悦目。

3.2 五行文化元素的提取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并不断得到延续

和传承，这种特点可以被衍化归类为文化基因。现在

对于文化基因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人们越来越重视文

化的发掘和应用，例如施舟人提出文化基因库的建

立，臧勇[5]阐述了设计与文化基因的关系，魏玮[6]介绍

了针对形态基因进行挑选和筛选的过程，以便进行提

取等。在进行元素提取时，不同的环境和场合所需提

取的元素也略有不同，对于可提取元素，仿照基因库

建立的方法，进行相应元素库的建立，基因提取及应

用流程，见图4。

设计时，设计师可根据需要，直接从元素库中找

出所需元素进行应用。元素库建立后，要求定时进行

更新，纳入新开发的设计元素，以便设计应用。这里

参考某些基因提取的概念和方法[7-8]，结合基因提取流

程图，针对五行文化进行相应的研究，提取相应的元

素即文化基因。

1）色彩元素提取。色彩是视觉要素之一，是给人

感觉最直接的元素，它有着先声夺人的作用。适当的

使用颜色能够很好地提高产品的品味。五行中，5种

物质所代表的颜色分别为：金—白色；木—绿色；水—

黑色；火—红色；土—黄色。五行同时也归至道家学

说，提到道家人们不免联想到与之有关的太极。综合

两方面的特点，最后选取黑色为主色，白色为辅色。

白色代表金，黑色代表水，恰好体现了金水相生的特

性。黑白两色搭配，简单和谐，给人平静的感觉。

2）纹理元素提取。纹理在产品设计中起到画龙

点睛的作用，要精致且恰到好处。在五行的 5种物质

中，水火的纹理最具特色、最具变化性，并为大家所熟

知。经过整合，演化出的纹理见图5。五行中的5种物

质虽没有固定形态，但是每种物质都有自己的属性和

特点。对 5种元素特性进行可用性提取，将语言描述

转化成实体线条，结合型谱分析中抽取出的线条，通

过整合、衍化，将抽象物质形象化，见图6。

4 五行文化元素的应用

根据茶具的文化风格，将有用的元素进行分类提

图3 茶具型谱分析图局部

Fig.3 Tea-type spectrum analysis diagram of partial

图4 基因提取应用流程

Fig.4 The extraction of factor

图5 综合纹理

Fig.5 Integrated texture

图6 设计元素提取

Fig.6 The extraction of design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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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结合茶具型谱分析图提取出的产品线条，有针对

性地运用到茶具的设计中。但是，提取出来的元素无

法直接应用，这些元素还需要结合现代审美和消费需

求进一步加工设计。笔者结合上述方法，针对五行文

化设计了一套茶具用品，最终效果见图 7-8。俯视图

效果采用中规中矩的矩形，与圆形的壶、杯相呼应，有

天圆地方之意。

5 结语

笔者提出了对文化元素进行分类提取的方法，

并用实例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它能够有效提升

茶具的文化韵味，展示了特定的文化风格，该方法对

其他的文化风格产品设计也有一定帮助。但是，文

中对五行文化的分析和了解还不够深入，在元素提

取部分还有不到之处。希望后者能够更深入地挖

掘、研究五行文化以及五行文化的应用方法，对文中

的方法加以拓展，以便更好地设计出更多以五行为

主的系列茶禅用品，并将五行文化发扬应用至更多

产品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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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应用效果展示

Fig.7 The application of design element

图8 茶具俯视图

Fig.8 Top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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