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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序言序言序言：作者曾于2006年2月在设计在线刊发"产品的和谐化设计"一文。基于该文"产品"的范畴过大，面太广，不利于观点的阐释，作者遂以

茶具这一具象产品为例，分别从"形神兼备"、"物我合一"、"情景交融"三个方面来论述其和谐化设计的具体问题，目的在于由点及面，广泛

推动产品的和谐化设计。故以"再谈"题之！ 

和谐化设计，即设计在处理人、物和环境要素的相互关系时，使各个对立因素在动态的发展中求得平衡，并将具有差异性、甚至矛盾性的

因素互补融合，建构成一个有机的、谐调的整体，最大化地满足产品之于人功能和情感的双重需求。 

基于茶具，其和谐化设计不是简单的"造物"，乃是创造出演绎"茶"的文化根性，孕育着人的丰富情感以及强大功能性、审美性、经济性的和

谐整体。 

1、茶具和、茶具和、茶具和、茶具和谐谐谐谐化化化化设计设计设计设计的演的演的演的演变变变变 

茶具，归属于饮具，是相对于食具、坐具而来的，与咖啡具、酒具并列。同椅子一样，茶具设计历来倍受关注，和谐的思想也一直贯穿其

中。从最初片面的、简单的和谐设计观慢慢演变为今天的和谐化设计，是一个从"知"到"行"，从抽象到具体，从感性到理性的探索过程。 

早在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就对茶具哪些"宜茶"或"不宜茶"做了精辟的分析，指出"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红白之色；邢

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另外，此时还普及了饮茶专用的盏（饮杯），且发明了盏托，不但

达到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实用目的还增加了装饰性。表明人们不光是饮茶，亦在"品茶（含茶具）"。事实上，"宜"或"不宜"以
及"品"均蕴涵着和谐的思想。至宋代，"斗茶"之风盛行，讲究茶叶本身的色、香、味、形，更讲究茶具功能、外观和造型的谐调。到清代，

一盏一盖一托的茶碗"套具"开始流行。这套乾隆御制的诗款茶具就是其典型代表（如图1）。民国初年，则流行兼顾杯、壶之优点的盖水

杯，容量适中、使用方便，其形式在变化中一直保持至今，被广泛应用。 

  
图1 乾隆御制的诗款茶具 图2 "女王"牌茶具 

无独有偶，在西方，茶具的和谐化也一直受到特别的青睐。早在18世纪下半叶，魏德伍德就通过设计赋予茶具不同的"趣味价值"。依据市

场口味的不同，合理协调茶具的"艺术性"和"实用性"。在设计中，既讲究适应批量生产的"理性"，也尊重富有"艺术趣味"的"感性"。从充满罗

马式古典气息的"炻器饮具"到至今还在生产的"女王"牌茶具（图2），均体现了这种和谐。工艺美术运动期间，从阿什比的融合纤细、起伏

线条和强烈功能的"银质水具"，到德莱赛包罗各式文化、材料、风格和技艺的饮具，均体现了"美与技术结合"、"师承自然"、"忠实材料与实

用"的和谐设计观。 

综观早期的茶具设计，虽然和谐的思想一直有所体现，但它不等于今天的和谐化设计，二者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探索过程。这期间承

载着人们对茶具审美情趣和情感追求的提高、茶文化的丰富、生活态度的改变以及科技的发展、人文艺术的繁荣等。因此，我们今天谈到

的茶具和谐化设计，有别于过往那种和谐思想的简单应用及局部体现，而是超越茶具本身，延伸至"人--物--环境"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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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元的重、多元的重、多元的重、多元的重构构构构--茶具和茶具和茶具和茶具和谐谐谐谐化化化化设计设计设计设计的具体体的具体体的具体体的具体体现现现现 

伴随着和谐化设计的深入，茶具设计的重心已经不再是有形的茶具个体，而越来越转移到多元的具象"关系"上。这些"关系"的协调与平衡，

就是茶具和谐化设计的具体体现。若按照物质与精神两大层面来划分，则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2.1 形神兼备 --茶具内在实用功能性与外在艺术审美性的统一 

茶具作为饮茶之物，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可用，即实用功能性。表现为容量适中，好拿、好放、好喝，把手距离恰当，壶嘴粗细适度，倒茶

水要流畅，能耐骤冷骤热等。在设计中就要求整合加工工艺、材料等要素，依据人机工学原理，使茶具与人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相协



调，重点考究在使用过程中"握"、"端"、"提"、"拿"等手部特征以及"喝"的嘴部习惯。 

同样，茶具设计亦崇尚可观、可赏，即艺术审美性。以流盼之形，演绎茶具的艺术"神韵"，让人在天机参悟中解读，在理法参悟中确立，

在气韵参悟中明了。如图3，这是意大利设计师利努.萨巴提尼设计的茶具和咖啡具系列。其有机的造型、光洁的质感，由形及神，形神兼

备的和谐之美尽现无余。其中，"形"指由功能决定的造型，而"神"则是形态展现的神韵。  

那么，这种"神韵"该如何塑造呢？事实上，它源于"形"、"情"、"味"、"势"的有机结合。通过线型的曲直、张驰、急缓、长短、强弱、软硬，

面的曲直、大小、多少、光滑与粗糙，色彩的明暗、淡浓、冷暖、轻重、饱满程度，以及材质的肌理、质感等来表现。其中，既讲究形体

的变化，又注重整体的统一；既讲究对称，又注重对比；既讲究花草、字画、虫鱼百兽的装饰性，又注重运用不同材质进行配套设计。 

因此，茶具设计讲究从"物趣"到"天趣"，以"人趣"为"物趣"，由形及神，彰现茶具形态的神气、灵魂。乃是茶具和谐化设计的第一个重要体

现，即形神兼备。 

  
图3 茶具和咖啡具组合设计 图4 TAG CUP的杯子 

2.2 物我合一 --茶具与人的情感关联 

茶具和谐化设计除了崇尚可用、可观、可赏之外，亦讲究可感、可读，可存人间真情。通过美好的情感体验将人与茶具关联在一起，使原

本没有生命的茶具能够表现人的情趣与感受，变得有生命起来，承载人的感情，并让人对其产生依恋。通过情感联系，实现茶具与人的同

化，即"物我合一"。这种情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使用者或受众的情感。表现为茶具使用的舒适、气氛的愉悦以及对特殊群体如老人、小孩、病人、残疾人、孕妇、左撇子等的关

怀。因而，细部的着重处理如把手的弧度、壶口的倾斜角度和隔热、耐温，以及季节、气候、环境的变化对茶具的特殊要求等就成为设计

的关键。例如，这款名为TAG CUP的杯子（图4），曾获得日本优良设计奖。它就具有良好的隔热性，可防止手被烫伤，无论水温多高，

都可以四处拿动，给予了人无微不至的关爱。 

其二，设计师的情感。一直以来茶具都是"托物言志"、"缘物寄情"的重要载体。设计师习惯于将自己的情绪、感受以及对生活的理解通过形

态、色彩等造型语言符号化的再现在茶具上。进而茶具就超越了真实的形体，成为包含着深刻思想和情感的象征符号。 

事实上，设计师的情感有两种：一是对自身的，即表达个人对茶具的理解、饮茶的偏好、艺术的修养以及情绪感受等，往往表现为茶具设

计风格的差异，如：雅各布森对茶具细节处理的精练，科拉尼对茶具造型设计的有机等。二是对社会的，即以一种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在

茶具设计中积极倡导生态的平衡、人类的健康以及社会的和平，唤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让人在使用茶具的同时心灵得以"净化"。 

所以，通过在人与茶具间建立的情感联系，让茶具成为心灵沟通的纽带，唤起人类思想的共鸣，真正实现"物我合一"，也是茶具和谐化设

计的重要体现。 

2.3 情景交融 --茶具与环境的气氛烘托 

毕加索曾说："艺术家必须懂得如何让人们相信虚伪中的真实"。之于茶具，这种"真实"乃是其背后的"故事"或"文脉"而烘托出的"情景交融"的
意境。这里的"情"指茶具个体的具体情形，而"景"则是茶具所处的场景与环境。而这种意境的产生源于茶具与其使用场景中各要素的和谐。

随着使用场景的不同，茶具也应该有所不同。于是，就有了一般居家茶具，茶楼茶具，情侣茶具，庭院休闲茶具以及专业品茶的茶具等

等。 

古人习惯于在茶具上题写、雕刻诗文，目的之一在于烘托茶具使用的人文氛围，让人陶醉在引起诗意反应的人文意境中。同样，人们亦崇

尚在茶具上绘制、雕刻诸如松、竹、梅以及花、草、瑞兽之类的图案，意在烘托"在乎山水之间，在乎诗文之间，临江溪，对青山"的自然

意境。这款南朝青瓷双鸡头壶（如图5），壶嘴处双鸡头并行排列，作引颈高歌状，与其对称的另一面为双竹节壶把。二者遥相呼应，造

型生动有力，与浑圆的壶身相配。置于庭院小桌，双鸡头流泻而出的茶描绘出了一幅"浓浓春意，清秀溪水，一泻千尺，雄鸡高歌"的美丽

画面，怎能不让人心旷神怡呢？ 



  
图5 南朝青瓷双鸡头壶 图6自鸣式水壶 

再来看看1985年格雷夫斯为Alessi公司设计的一款自鸣式水壶(如图6)。壶嘴处被设计成小鸟的形状，当开水沸腾时水壶就会发出小鸟的叫

声。设计师将自然中富有生命意义的造型元素运用到设计中，使用户感受到来自大自然的趣味，陶醉于虚构的自然氛围中。 

总之，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导致人变得"心浮气躁"，作为生活"道具"的茶具就迫切需要创造出一种"宁静悠远"的意境。这种"意境"的诞生乃

是和谐化设计的又一重要表现。 

3、、、、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和谐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关乎人类与自然，关乎现在与未来，关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需要由客观的物象和其表现的情感意境共同

诠释、展现。 

茶具的和谐化设计是茶文化"整体浓缩"的物化形态。需要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基础。在设计中，考察人们的生理需要、身

体结构、动作过程直至"喝"的自然环境，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持；考察人们的心理、情感、道德和价值取向直至"喝"的社会环境，则需要人文

科学的支持；构想解决方案并通过物质形式加以实现的过程，如结构、材料、加工、装饰等，包括如何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消耗、消

除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都需要技术科学的支持；而满足使用者的情趣、激发使用者的愉悦、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则需要艺术科

学的支持等。 

总而言之，茶具的和谐化设计是跨学科、多层面的系统工程。其最终目的在于创造"人化"的器具，实现物质和精神范畴内诸多要素的和

谐。之于茶具本身，是茶文化的符号再现；之于人，是抒情怀、道心曲、剖灵魂、展风韵的物象。www.dol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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