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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设计时装化要求五大观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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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雄 

  在新兴消费者个性化审美需求的要求下，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的设计思维大大限制了家具

产品设计的个性化发挥。因此，作为满足新兴消费者个性化审美需求的新兴产品类型，时装化

家具的有效开发设计需要建立在对一些传统的开发设计思维模式转变的基础上。

  一、变革传统产品分类观念 

  时装化家具是为适应新兴消费者对家具产品的个性化审美要求而产生的。根据主客体互为

改造（影响）的自然规律，任何人类创造性的产品外观设计都必然要经历从以物（客体）为中

心逐渐过渡到以人（主体）为中心的过程发展。具体的表现就是，早期的产品外观设计风格主

要是为了体现产品物理功能实现的需要，而随着消费者对产品体验认识的不断深入，人对物的

陌生感逐渐消除，这时候，作为具有主观意志的人（供求双方）就会将自身——“我”的特征

在不影响产品功能属性的前提下在产品外观设计中有意无意的逐渐显露出来。 

  在以产品（物）为中心的市场阶段，对于产品开发人员来说，产品分类的核心依据是产品

自身的特征，其中主要包括产品的使用功能、材质、产地、技术，等等围绕产品的物理属性及

其组成、来源等方面。 

  然而，在产品市场发展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阶段，这种传统的产品分类观念就必须从

根本上进行转变，否则就会大大的限制消费者自身的个性在产品外观设计中的体现而导致新的

消费欲望的降低。这时候，产品设计者们首先需要在产品分类观念上从以产品自身的物理属性

为核心依据向以消费者自身的个性特征为核心依据转变。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产品存在的

价值（目的）构成已经改变，因此作为实现产品价值的条件自然也是需要改变的。而思考方式

的改变则是人类改变任何事物所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 

  当我们设计师在产品分类观念上建立了以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审美作为分类依据的时候就

会发现，原有的许多约定俗成的，意识形态上的限制都只不过是作茧自缚罢了，现在终于得到

了解放，因此设计思维自然就会变得开阔了许多。 

  在时装化家具产品开发设计过程中，因产品分类观念的转变而因此带来的以下四个设计观

念或方法的转变是最为明显的，同时也是最能考验家具设计师能力的地方。 

  二、打破传统、古典、现代，以及地域风格之间的区别观念 

  对于时装化家具的设计来说，简约与丰富、古典与现代，以及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在传统上

的对立关系将被彻底打破。在许多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将会转变为和谐共处，相辅相成组合

应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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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人类几千年物质文明发展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任何所谓的现代设计风格在历史

中都是已经存在过的。所谓古典与现代只不过是人与物之间主客体互为循环影响的现象罢了。 

  当代人所认为的古典其实只不过是物质文明发展到高峰阶段之后，人类对产品的外观装饰

设计从以物为中心发展到以人类自身精神寄托为中心罢了。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消费能量是守

恒的。这也就是说，消费者对于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关注和对于人类自身精神归宿的关

注存在一种反比的关系，而对于两者的关注所消耗的精神能量的总和则始终是一个恒数。当代

人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现代和古典的观念区别，正是由于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始终保持着

自有史以来全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从而拉大了时空差距感的缘故。这也好比一个乞丐一夜暴富

了之后，昨天的一切在今天开起来就好像是很遥远事情。 

  当前，消费者个性化消费审美需求兴起的根本原因正是享受性商品经济和相关的科学技术

快要发展到了顶峰——即相对于之前几十年而言已经处于相对停滞发展阶段的缘故。关于这一

点，从当前世界科学主流发展可以得到证实。现在，发达和先进国家的主流科学发展是在生命

科学和认知科学领域。这两个领域的发展主要是解决的人的健康、寿命、环境，乃至生命意义

等问题。这也表明，科学的发展最终有可能又要回到宗教哲学所关心的问题上去。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虽然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还大不如发达国家，但由于经济全球

化所带来的消费文化价值观的全球化思潮的影响的缘故，个性化的审美需求也得到了超长规的

发展，尽管在本质上还是加大的差异。 

  在简约与丰富、古典与现代，以及各种文化风格之间的融合中，各自所占据的比重和风格

特征是由消费者的消费发展层次和个性所决定的。 

  其实，在很多行业中，当代消费者早就已经淡化了学究式的现代、传统、古典，以及各种

文化风格之间的差别观念。在他们看来，产品外观设计已经只有美还是不美，时尚还是不时

尚，有品位还是没品位，适合自己还是不适合自己等以感官直觉为标准的区别了。对于设计元

素所代表的特定历史文化内涵或象征，在新兴消费者看来，这些知识早已经是腐朽不堪的东西

了。对于这种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的都是那些目前已经摆脱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直接或高

度的依赖的行业，尤其是传统产品行业。譬如服装、鞋、包袋、首饰、食品、家居小商品等。

作为家具产品行业，也具有这种明显的特征。近几年来，与家具有很大关联性的行业如瓷砖等

装饰材料行业的产品装饰设计就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现代、古典的观念区别，而着重迎

合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审美需求。 

  三、打破材料应用单一，固守传统的观念 

  可以说，现代商品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创造的新材料所带来的。 

  这是因为，消费者对于传统、现代与古典的美学观念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以天然材

料还是人造材料以及新技术材料还是传统技术材料来界定的。而造成这一思维模式或观念的背

后，则是由于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民用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给人类创造出了之

前几千年的发展所无法比拟的物质文化生活，从而导致了科技崇拜主义观念的产生所导致的。 

  然而，随着在富裕的物质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对物欲和物理科学的崇拜的瓦解，新一代

消费者对于实用主义美学产生了厌烦。原因就在于，基于功能主义的技术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

单调乏味的，是以物（客体）为中心的，是与人性的中的自我（主体）存在的精神追求相对立

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新兴消费者对于新技术新材料的排斥，而只不过是摈弃了传统、现代

与古典材料美学的区别观念，转而从是否更有利于表达自我的审美观念的角度去审视各种材料

的应用罢了。在这种新观念的主导下，由于各种类型材料的合理组合应用能够更好的表达消费



者的丰富的个性化需求，因此将会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且不仅家具表面的装饰材料可以非常多

样化，就连不影响外观的主材也可以根据功能、成本等需要而进行更灵活的组合和替换使用。 

  在家具的外观装饰材料方面，服装、皮具、首饰等日常个人和家居用品行业可以给到我们

很多的启示和借鉴。 

  四、突破装饰元素或色彩单一的现状 

  设计或发现一个装饰元素，然后就把它应用到整个系列家具上的这种一劳永逸的呆板做法

在个性化消费审美时代远不如多种元素或色彩调和应用更能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以及给设

计师带来挑战自我的成就感。 

  从人对食物的需求现象研究中我们可以得知，在饥饿的时期，人们尤其喜欢吃高甜度、油

腻的食物，而在生活富裕之后，清淡的蔬菜、五谷杂粮、保健食品则更受欢迎。显然，前者属

于营养成分单一而含量很高的食品，而后者则属于营养成分丰富但每种成分含量都很小的微量

营养食品。另外，这也表明了人对食物单一而大量需求的出现是在物质生活比较匮乏的年代，

而在物质生活充裕年代的食物需求则呈现丰富性和微量性的特征。 

  事实上，人对于生活中的审美需求与对食物的需求具有同样的发展规律，即均按照从单一

到丰富和从注重量到注重质发展的。还有就是，单一而大量的审美需求总是要先得到满足以

后，丰富性和精致性的需求才会得于出现。 

  因此，在丰衣足食和受西方发达国家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消费文化环境中成

长起来的新一代消费者将要带来的消费时代，单调的装饰和色彩所带来的千人一面的平庸显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