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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隐喻的思维模式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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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隐喻是人类感知周围世界并形成概念的工具，其实质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
一类事物。就语意表征而言，设计隐喻是通过意义转换把不同的语义场联系起来，并在两类不同事

物间建立相似性从而创造出新的意义。所以，相似性是其逻辑基础，用“物体—属性—值”链可以

清晰表达这种“此类事物”与“彼类事物”的逻辑关系。事物之间物理和心理层面的相似性可以促

进设计意义的形成与表达，但这种相似性受个人文化背景及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因而设计者应

对隐喻设计中的相似程度仔细揣度，以做到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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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ａ，意思是“意
义的转换”，即将一个词语在惯用法中表达的意义

进行变换，以表达它原本表达不了的意义。“隐喻

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

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１］传

统的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一种语言行为，是最基本

的形象化的修辞形式，是从字面意义到修辞性意义

的语言“转变”。现代语言学突破了传统的隐喻学

范畴，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还是人类的一

种认知方式，人们通过隐喻来认识、了解和感悟新的

事物。隐喻在本质上是人类感知周围世界并形成概

念的工具。“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

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２］设计隐喻是后现代主义

的一种设计方法，“隐喻的出现主要是针对国际式

反传统、隔断历史、与使用者没有对话、语言单调贫

乏的缺点而提出来的”［３］。现代设计强调产品的意

义、语言及符号功能。在这一点上，隐喻可以丰富产

品的内涵意指，使得产品易于被人接受、理解，更能

产生深远的意义。已有研究多倾向于隐喻的语言学

研究，本文拟从设计的角度来探究隐喻在设计中的

思维模式及其应用。

　　一、隐喻在设计中的语意表征

隐喻是由“彼类事物”、“此类事物”和两者之间

的联系这３个元素组成的（见图１），通过在两类事
物之间建立起某种相似性的联系而创造出新的意

义。所以，隐喻是一种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人类可以

更好地理解周围世界并形成概念。因此，作为一种

情感表现的方式，隐喻在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等

艺术设计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设计是创造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以表达一种感

情、思想、概念或使用方法。设计的意义不能通过设

计作品本身的话语表达出来，它只能通过作品的造

型符号所形成的语言来传达。但作品的造型符号本

身并不形成任何情感与意义，情感与意义的生成靠

消费者的理解与感悟。然而，消费者的理解与感悟

图１　隐喻意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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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他们对日常生活经验前理解的基础上。因

此，为了使设计表达出一定的意义与情感，只有通过

消费者所熟悉的物品或故事来促进其对设计作品的

感知、体验、想象和理解。这也是隐喻在设计中所发

挥的最大作用。

例如，在电话答录机这个意义领域，典型的事件

包括接电话、存电话号码、打电话等；电话簿的典型

事件包括打开电话簿、找电话号码、写电话号码等。

电话答录机与电话簿这两类不同事物构成不同的语

义场。如果我们把电话机设计成电话簿的形态，就

把这两个不同的语义场联系了起来，在传统的电话

簿与尖端电子通讯之间建立一种不言自明的相似

性，在技术逻辑与大众心理之间找到一种可以自由、

放松、愉悦地交流的设计语言（见图２）。所以设计
隐喻的本质是借着参考的方式来设计产品外形，表

达暗含的意义。

后现代主义设计充分运用隐喻来表达历史、文

脉、思想等事物对我们的意义。“语意派的核心是

在于设计上‘隐喻’手法的合‘理’化。”［４］后现代主

义设计通过隐喻的合理化方式，构建了现代与传统

之间的文化桥梁。如图３所示的电子罗盘，借助于

图２　电话答录机

传统罗盘概念，包含了天圆、地方、八卦等隐喻

意义。

图４所示的电子壶，参考了古代鼎的造型，表达了电
子产品的功能与造型的设计诉求。图５所示的烤面
包机，通过铝制的外壳波纹隐喻烤面包过程的热气，

而轴的对称则见证了典礼仪式的进行。

　　二、隐喻在设计中的思维逻辑

就设计隐喻而言，设计师通过隐喻去探讨人类

情感愉悦的体验，当人类自身特定的遗传、习惯、学

识、修养等认识图式与视觉对象所蕴涵的意义产生

视觉交触时，心理表现可以达到认同与平衡。［５］

设计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

象、理解当前物品所隐含的意义。要达到这一目的，

就必须以彼类事物与此类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作为意

义转换的基础。作为一种需要想象力的方法，隐喻

可以在一种逻辑的基础上创造出来，因为隐喻本身

就源于一些逻辑基础，所有的比较都必须有赖于某

种逻辑关系。正是这类逻辑关系才使得语义“转

换”得以完成。

隐喻是通过已存的符号来塑造一个新的目标。

在设计领域，这里的已存符号被看成是一个潜在的

象征符号，它是一个已存在的物体或物体的一部分。

之所以能形成隐喻关系，是由于其与“其他事物”具

有相同或相似的属性。

为了理清“此类事物”与“彼类事物”的关系，可

用图６来阐释这种逻辑联系。我们假设此类事物Ａ
是具有特征 ａ１、ａ２、ａ３……的已存物，并且具有典型
形态Ａｓ；彼类事物 Ｘ是一个新的具有特征 ｘ１、ｘ２、
ｘ３……的未知物体（新目标），并且还没有一个既定
的形态。在一般情况下，一个设计者选择Ａｓ作为一
个参照形态来塑造 Ｘｓ或 Ｘｓ的一部分，是因为特征
ａ１等于或近似于ｘ１，或者ａ２等于或近似于ｘ２……。

运用“物体—属性—值”链可以更加清晰地表

达它们的关系。在图７中Ａ是一个拥有属性ａ１、ａ２、

图３　电子罗盘　　　　　　　　　图４　电子壶　　　　　　　　图５　烤面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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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３……的既存单体，它们的值是 Ｖａ１、Ｖａ２、Ｖａ３……，
Ａｓ代表Ａ的形态；Ｘ是一个具有属性 ｘ１、ｘ２、ｘ３……
的未知单体，它们的值是Ｖｘ１、Ｖｘ２、Ｖｘ３……，Ｘｓ是一
个未知的形态。如在“我的衣服颜色是黑色”这句

话中，物体是“衣服”，属性是“颜色”，值是“黑”。

例如在隐喻“他是一只老鼠”中，他的个性与老鼠的

属性具有相同的值即“羞、怯”，所以用老鼠来隐喻

他们的羞、怯这一特征。图８中的电话答录机设计
重在探讨乡土文化、乡土艺术因素在设计创意上的

运用，整体造型灵感来自于美国各地司空见惯的邮

箱，其表面页状的平行突起部分加强了这一意象。

之所以能用邮箱来隐喻电话答录机这一目标，是因

为邮箱与电话答录机两者共有的一个功能属性

值———接受或发出信息———是相似的。当把邮箱这

一个在逐渐消失的语义场运用到电话答录机语义场

时，在不经意之间就引起了人们对历史与乡土的追

忆，从而达到了设计要传达的意义（见图９）。可见，
在设计隐喻中，建立相似性是意义得以表达的基础。

图６　Ａ有典型形态Ａｓ，Ｘ还没有一个形态

图７　“物体—属性—值”解释

图８　电话答录机

在设计隐喻中，相似性包含物理相似性和心理

相似性两个方面。物理相似性主要指概念与符号之

间在形状、外表和功能等方面相似。如图１０所示的
时钟，以红色转盘的旋转隐喻从山谷里上升的太阳，

涂金小铁条上的固定刻度则是阳光的光芒；以日月

交替（各半圈时针分别以太阳———白色点与月

亮———黄色点代表白天与晚上），日复一日的观点

来表达时间永恒。

设计隐喻的心理方面的相似性主要是指概念与

符号在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存在的相似性。图１１的
海棠式杯运用“棠”与“堂”之间的谐音来隐喻“富贵

满堂”和“金玉满堂”之意。这种吉祥隐喻是建立在

特定文化范围的心理认同基础上，局外人对于其中

的意义很难理解。此类相似性的建立在不同的文化

中存在很大差异。

图９　设计隐喻的语意分析

图１０　时钟

图１１　白釉海棠式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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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设计隐喻的相似性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在设计隐喻中，这种创造性的相

似性比较容易产生语意病理。因为产品自己不能说

话，不能表达自己是什么，只能靠消费者的体会和感

觉。对相似性的理解与人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以

及知识储备有关，不同的人对相似性的理解存在差

异。基于这种考虑，设计隐喻中相似性的建立需要

把握好“度”，即相似性的程度。过于相似则显得太

直白，相似性隐藏得太深则有可能不为人所理解。

其实，隐喻之所以具有存在的可能，也正是因为事物

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彼类事物与此类事物之间

的意义转移只是部分特征的转移。如果两个事物完

全相同，或两者绝然没有相似之处，隐喻都不可能

成立。

在设计隐喻中，有的相似性看起来很容易理解。

例如图１２所示的饮水器，运用水的涟漪来隐喻产品
的用途，在视觉上很容易产生联系。这类隐喻往往

在诠释产品的功能用途时比较常见。而在另外一些

设计隐喻中，两类事物之间的相似形却非常晦涩。

例如说一个好人是“正方形的”时，通常就很难理

解，正方形与好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形状或功能上的

相似性，但是“好人”和“正方形”都是完美的。可见

他们是建立在“完美的事物”这个概念基础上的。

如图１３所示的电话答录机借用抽象艺术形式来为
隐喻服务，通过对高度抽象化、概念化的一座花园的

隐喻，表现民俗文化对设计的影响。这类晦涩、玄奥

的隐喻在暗指某种哲学或思想时运用较多。

在设计隐喻中，相似性的程度是一个很难把握

的尺度。如果相似性太大，在理解上就容易引起乏

味；如果相似性太弱，则在理解上不能达到设计的目

的，甚至引起相反的解读。因此，设计者应仔细揣

度，以做到恰到好处。

图１２　饮水器

图１３　电话答录机

［参　考　文　献］

［１］　季广茂．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Ｍ］．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４．

［２］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０：２９．

［３］　刘先觉．现代建筑理论［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１９９９：５８．

［４］　杨裕富．设计的文化基础［Ｍ］．台北：亚太图书出版
社，１９９８：１７４．

［５］　韩巍．孟菲斯设计［Ｍ］．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２００１：１８５．

·８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