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 2020年10月 第2卷 第5期

基于传统造物文化基因的新物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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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事物媒介符号的不擅长性的分析，明确包孕性顷刻对事物传递信息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为探寻传统造物的设计新

范式提供思路。结合具体热点事件分析快消文化中网红直播现象快速崛起的致因，确立传统造物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原

因，将两者进行比较融合，并实现由媒介符号的不擅长性引发的包孕性顷刻对传统造物向新物态设计转型的目标。最终以文

化基因为落脚点，明确中国传统造物在面对新的设计生态环境时出现的媒介符号的不擅长性，通过情境的构建和包孕性顷刻

的分析使之与现代设计生态系统相适应，从而为今后现代新物态设计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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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ate Design Based on Traditional Creation Culture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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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efin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clusion on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incompetence of media symbols of things, to provide ideas for exploring new design paradigms of traditional creations.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hot events, the causes for the rapid rise of online celebrities in fast disappearing culture are analyzed and the

reasons why the traditional creation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modern society are established for comparison and integration. Finally, the

goal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reation to new form design in an instant caused by the media symbol s incompetence is

achieved. Taking the cultural gene as the foothold, it is clear tha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reation is not good at the media symbols in

the face of the new desig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vent situ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inclusion,

the traditional creation can adapt to the modern design ecosystem,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f modern new

physical stat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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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视频自媒体的走红和受到的广泛关注揭开了

一个文化快消时代的序幕。中国传统器物作为“中华

民族的基因”的载体，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然而这份

“厚重”在现在似乎正不断拖累着它，这份“旧”，如何在

这个快速变化发展的时代里跟上设计生态新陈代谢的

步伐，转化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新事物”，是需要设

计师们不断思考与探索，并在该领域尝试建立新的范

式。以文化基因为落脚点，抽取中国传统造物中的文

化基因，使之与现代设计生态系统相适应，从而为今后

现代新物态设计研究提供参考。从缘起，即设计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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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须尊重历史，设计的创新须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梳

理，即由传统造物文化基因到文化快消时代；推演，即

从传统造物到新物态设计，这三个阶段实现对问题的

研究。

一、文化快消时代的物态特征

文化快消时代的来临，是随着现代工业科技的发

展和人们情感方面的诉求不断提高而开始的。而随着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日益发展起来的“网红”经济无疑是

文化快消时代中的代表，“网红”经济的特征包括了异

质性、即时性、环境因素和关联效应。“网红”经济的火

热不仅标志着在商业领域中突破出了新的进路，在深

层次上更是代表着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体现了现代

时代中的文化基因特征。

网红是互联网生态中汇集了多元众生相的具有自

身特色的一类群体，也泛指那些因被网民追捧而走红

的人群。

二、媒介符号对“包孕性顷刻”产生的作用

马歇尔·麦克卢说过，媒介即是信息。不同的媒介

不仅是信息传播方式不同，另一方面来说，媒介所传输

内容的不同，结果也会不一样。媒介的不同会影响人

们观看世界的方式，这种形式上的“语言结构”影响了

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媒介符号最终成为理想的表意

行为，即通过传递出信息的物质载体与接收者根据自

身意识中情境的联想，达到符号媒介的充分表达。

（一）媒介符号的不擅长性

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会对能表现自己艺术

思想的传播媒介所具有的优势，即其所擅长的方面极

力追求，将其发挥到极致。然而，艺术的生命力往往产

生于它的不擅长性中，如人们在进行产品设计，或对一

个产品进行改良型设计时，要善于并且能直指痛点，这

些痛点往往就是这个事物所具有的不擅长性，对这个

点进行改良，往往最能达到亮眼的效果，能让使用者获

得惊喜，在使用体验中达到共情。在擅长性的显在内

容的彰显和不擅长性的隐性内容的暗示下，两者最终

表达、制造着艺术的意义[1]。

由于这种展现艺术的方式是通过媒介符号的不擅

长性，即不是用一种直接的方式展现艺术“最直观”的

含义，而是做到了引导读者不自觉地参与到对艺术作

品蕴含的故事情景的想象中，这种方式能够让艺术获

得一种“延缓化”的效果，即不是生硬地将所想展现的

意思直接铺于读者眼前，而是通过含蓄的手段表达，反

而取得了更好的反馈结果[2]。其核心思想是，借由媒

介符号的不擅长性表现出时间的流动，通过这种不直

接性营造情境，推动观者想象，以达到更好把握“包孕

性顷刻”的那个点的目的[3]。

（二）传统造物中媒介符号的不擅长性

提到故宫，人们想到的就是传统、文化、历史、厚

重、老旧，而紫檀给国人的联想就是老人、红木家具、古

香古色、陈旧、昏暗的空间、有颗粒感的空气。这些附

着在传统造物身上的固有符号虽然美好、神秘，对中国

乃至世界都有着浓郁的“古老华夏民族”的指代意义，

但因其与当代生活交集过少，以及与当代文化甚至当

代审美逐渐拉大的距离，使其在生活方式发生极大变

化、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的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的今天

面临着被设计生态新陈代谢掉的局面。

无论是以线条和色彩为媒介的艺术作品还是以文

字为媒介的文本故事，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因自身媒介

符号的原因具有局限性，可是这样的局限性即不擅长

性并不会影响其对意义的展现和表达，反而恰当地使

用这种不擅长性可以赋予其本身长久的生命[4]。而故

宫作为古老历史遗留下来的人类文化遗产，是古代人

们艺术的最高层次的结晶，因此它在现代社会中就不

可避免的显得“不入流”，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生产水

平和生活价值，传统造物因时代的变化而出现的媒介

符号的不擅长性可通过提取其中最本真的文化基因来

与现代社会产物相结合，进而实现传统造物的新物态

设计，使文化的瑰宝得以传承。

（三）网红 IP的媒介符号擅长性

作为第二代网红的王思聪，是“富二代”、“国民老

公”等话题的代表人物。由于微博其自身所带有的即

时互动的特性，使得个人网民在社交网络制造影响力

的门槛大大降低，个人言论的聚集形成话题，话题的升

温使得个人或者是媒介符号的受关注度增长[5]。

王思聪吃热狗，这一名人 IP事件的发酵正是通过

用户的自我审美与自我认知的作用出现的新的物化

载体。

王思聪作为 IG电子竞技俱乐部的创始人，在自己

的俱乐部打比赛时坐在场下观看，而他大口吃热狗时

被抓取的照片成为网友热议目标，之后王思聪用幽默

的表情包配套回应“试图阻止”网友们的讨论[6]。但这

种诙谐态度进一步调动了网友的情绪，勾起了网友的

强烈互动心理，由此开始出现了第一次的转化，原本模

糊的现场抓拍照片被有美术功底的网友制作成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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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包图片并广泛转发，趣味表情包见图 1。之后第

二次转化在轻工业领域开始了物化，表情包衍生了很

多周边产品，如手机外壳、T恤衫、杯子，这些小的产品

很容易量产，而且庞大的关注度也吸引了一大群购买

群体，创造了很大的价值，如捣蒜小产品见图2。第三

次转化是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由程序员编程，衍生

了“植物大战僵尸王思聪热狗版”等小游戏。网红事件

的价值演化升级示意见图3。

王思聪吃热狗事件改变了他固有的符号标签，由

曾经的媒介符号——“富二代”到新的不擅长性的媒介

符号——“接地气”、“草根性”，给了互联网受众以新鲜

感，这种身份地位的变化让观者们在意识中进行了情

境的联想，赋予了联想对象新的形象，进而引发了之后

爆炸性的全民关注效应。

名人 IP效应使得事件在开始受到用户群体广泛

关注时，用户群体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审美就开始参与

联想，无意识地或可叫“不自觉地”开始对热点事件的

故事情景进行构建。在新的物化载体出现后，事件进

一步发酵升级，庞大的受众群开始更发散地进行故事

情境的联想与构建，进而事件开始产生跨领域的影响

力，一些人在无意识地进行情境的构建后，开始有意识

地进行创造、设计行为 [7]。例如王思聪吃热狗事件中

衍生出的表情包形式的卡通形象与轻工业相结合，生

产的一系列衍生物，并出现一个井喷式的需求市场。

在美学的语境下，所有存在的艺术表现形式都带

有擅长性的特质，艺术的展现方式和艺术创作者脑中

所想传达的内容之间是一种对应的关系。例如同样是

表现“战争来临的前夜”这一场景，以文字为媒介符号

的表现形式和以点线面、明暗关系、颜色为媒介符号的

表现形式，这两者在进行表达时相当于选取了艺术上

不同的“节略片段”，但是却不影响他们对同一事物所

想达到的表现效果。即所谓的，伟大的艺术往往具有

相似的地方，即能打破和忽视其展现方式的桎梏，并能

借由其存在的媒介符号能指的不擅长性达到所指的意

义。究其原因都是为了使观者能获得故事情境的想象

机会，让作品能展现出最美的状态。王思聪吃热狗事

件及引发的后续一系列衍生产物，正是由于出现了媒

介符号的不擅长性，即没有顺应固有的符号标签的力

量，导致了网民们对该事件无意识地进行了丰富的联

想，之后引发的行为对这一事件产生了持续的助推力，

使得事件热度与影响力出现多次螺旋式升级。

由此事件推衍，用户在网络上的行为模式，即网红

名人的下场回应，引发的第一轮发酵，可看出受众群体

是渴望互动的[8]。名人 IP的固有标签经过转化改变了

固化形象，赋予了新的形象，这就是出现了不擅长性的

媒介符号。在事件一步步的发酵过程中，鲜明的参与

感让受众沉浸其中，自发地、有意识地创造出了很多衍

生商品与极大价值，并且让受众在事件的不断进化发

展中获得了多层次的立体感受，使用户与事件进行了

图2 捣蒜小产品

图1 趣味表情包

图3 网红事件的价值演化升级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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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情感交互。

三、名人 IP与传统造物媒介符号的互通融合

（一）网红直播带来的电商直播

在移动互联网的影响下人们进入网络直播时代，

由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社交网站发展到了手机端，其

即时性、便捷性的特点得到放大，随着网红的影响力再

度提升，“网红”经济应运而生。

李佳琦推荐故宫“紫檀 ”系列护肤品（见图 4），这

个名人 IP 加上文创 IP 的组合达到了 1+1 大于 2 的效

应，这就是双 IP的联合效应。作为网络直播带货的红

人，李佳琦的媒介符号在传播与互动方面具有极强的

擅长性，而故宫“紫檀”作为传统造物，曲高和寡，与普

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距离，其在这方面的媒介

符号具有很明显的不擅长性。此时将这两种特性，即

网红带货中的媒介符号的擅长性与故宫“紫檀”的不擅

长性相互碰撞，恰能达到包孕性顷刻的状态，使得受众

在这种不直接中进行情境联想，以达到传播传统造物，

迎合现代变化的目的。

由此案例分析两个用户群体的特点。李佳琦的固

定受众群的需求特点为物美价廉的商品、有质量保障，

可得知受众群是注重生活品质，追求时尚，具有正确价

值判断的年轻群体。行为模式特点为执行力强，因为

是网络直播的形式，在短时间内，物美价廉的商品的供

应量和庞大的直播间观看人数间的数量差别，形成了

短暂的供不应求现象，就使得观看直播的观众会在心

动的瞬间就定下购买的决定，这种心动但又怕抢不到

商品的竞争感就表现出了受众群体很强的执行力。经

过数次的购买行为后，受众群体逐渐和主播之间建立

了很强的信任关系。

故宫“紫檀”护肤品包括了柔肤水、精华液、紫檀眼

霜、面霜和睡眠面膜五件护肤品。该套护肤品的部分

成分萃取自珍贵木材紫檀木，其中的紫檀原料来自中

国紫檀博物馆。护肤品的研发技术由丽质华堂进行支

持。瓶身设计灵感则是源自故宫博物院藏品——明清

两代郎窑红釉瓶器，并在瓶身外层设计了冰雪封凝效

果。该系列护肤品从原料到研发技术都有权威机构进

行监督，安全性和质量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无论是原材料的出身、研发技术的出处还是外包

装的设计都会给人一种精致珍稀而又高贵典雅的意象

感受，这些高高在上的符号标签在另一方面也限制了

普通受众与其的亲密程度，即产生了距离感，让人们望

而却步或是因与传统器物结合的原因而让消费者在面

对此系列产品时不自觉地联想到老旧、不新潮、不时尚

等词语，也就是受众常提到的不接地气。这就致使故

宫紫檀系列化妆品被传统造物所带有的不适应现代审

美需求的性质拖累。要想将传统造物的表现形式的不

擅长性完美转化，可通过与擅长现代情境的网红 IP建

立联系，将“珍贵的体验”通过网红直播者的“接地气”

的方式传播出去，让受众获得恰当的参与感，这种将传

统造物中的不擅长性通过反向的改变方式，给消费者

带来恰到好处的舒适感，得到了受众群体的共鸣的方

式，很好地化解了带有传统造物文化基因的商品因巨

大的地位差异而给消费者带来的压迫感。传统造物特

性与网红直播（名人 IP）的沟通融合见图5。

故宫“紫檀”系列护肤品自身具有的质量保障，品

牌效应的特性满足李佳琦粉丝群体的需求点。同时，

通过李佳琦直播间的推广，将故宫文创产品宣传方式

的不擅长转化为让受众获得共鸣的体验感。因此，可

以看到故宫文创产品在推广和宣传方面还有待提升。

图4 故宫“紫檀”护肤品

图5 传统造物特性与网红直播（名人IP）的沟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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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媒介对传统造物设计新范式的助推

文字的产生与演变是古代先民在传统造物中一个

伟大的创造。甲骨文作为汉字的起源，对于了解中国

的文化根源具有指导意义。

作为复杂难懂的古老文字，甲骨文一直为普通人

所忽略，无法很好地将其继承和发展。在互联网上火

起来的“疯狂甲骨文”表情包，见图 6—7，正是以现代

互联网技术作为媒介，利用传统造物媒介符号的不擅

长性，助推传统造物文化基因在现代设计生态中得到

新发展。

（三）规避网红新媒介的副作用

网红直播作为一种快消文化，在创造价值的同时

不可避免存在不足，对此有学者提出批评。有学者以

线上网络直播平台的秀场作研究，分析了移动互联网

时代的“网红”经济，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指出网红直播

的直播乱象中出现的低俗虚假的现象，影响着受众人

群的文化品位，过度消费和泛娱乐化正瓦解着传统的

文化价值体系[9]。

因此在将传统造物与名人 IP进行交融互通时一

定要看到新媒介的不足，不要盲目地全然借鉴，要取舍

有度，在借助新型媒介符号的优势完善不足的同时，要

剔除快消文化中浮躁的缺点。如文化快消中网红虽然

能快速崛起，但又会快速消逝，“生命”历程短暂，要助

推其中能快速进入客体群视野进而产生爆炸效果的积

极向上的优点，但由于快消文化往往内涵底蕴不足，在

保持长久发展或存续方面后继无力。通过正确的引导

传统造物具有的深厚文化根基，新物态设计将具有长

久的续航能力。同时把握好包孕性顷刻的那个点，把

媒介符号的不擅长性发挥出最大效用，达到传统造物

文化基因与现代快消文化的完美融合，使传统造物焕

发新生。

四、由传统造物到新物态设计的发展

在探寻传统造物向新物态设计的路径时，要符合

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更要注意与用户群体间的关系，

满足人们日渐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实现传统

造物新物态设计的价值。传统造物向新物态设计转化

时与用户群体的关系见图8。

（一）理清古今造物文化的差异

要想建立造物文化新范式，首先要深入理解传统

造物文化中的精髓，找到其传承延续至今的文化基因

链条，即传统造物文化内核的本真，其次理清古今文化

产生背景的不同，即古代与现代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上

的差异。同时应顺应当代社会人们复杂的情感、实用

和审美等方面的需求，将需求点转化为价值优势。激

发现代用户群体对中国传统造物文化的共情感受。

（二）恰当面对国外造物文化的冲击

无印良品公司作为日用杂货设计的成功典范，他

的成功是将包括服装、文具、厨具、洗护用具、化妆用

图6 疯狂甲骨文表情包

图7 基于甲骨文样式设计的表情包

图8 传统造物向新物态设计转化时与用户群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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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箱包、家具等在内数千种用途各异的商品纳入统一

的设计风格之中，也就是说，他将种类繁多的商品通过

独特的设计语言，即一脉相承的造物文化基因来呈现

出相近的设计理念和美学风格，这就是他的物态设计

理念。无印良品公司旗下商品见图9。

在日益开放和充满竞争的国际大环境下，不同文

化间的交流、交融、交锋频率极高。面对当今世界精神

文化多元化发展、造物文化日新月异的现实，坚守传统

造物而不局限于传统，吸收外来文化而不唯洋是尊，是

人们尝试建立物态设计新范式时应有的科学态度。现

今对于转化和弘扬中国传统造物文化，设计师们一直

使用的是西方的美学思想和现代设计理念。比如借由

西方现代建筑理念和装饰美学的结合来弘扬中国传统

人居美学，通过现代产品设计语言和设计思维创新和

推动传统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此研究者应潜心发

掘传统造物文化基因链条中的遗传密码，融合现代设

计语言，创造当代新物态设计系谱。中国美术学院院

长许江先生一直在讲：“我们终将通过中国人的艺术思

维、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构建出中国自己的东方美学。”

五、结语

中国传统造物文化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

文明中的优秀组成部分，蕴含着浓厚的审美价值与独

有的东方神秘意趣。其既能在久远的过去受到人们的

敬仰，又能长盛不衰延续至今，其中包含了很多仍符合

当代人文价值和需求的理念。比如中国传统人居理念

中的“诗意栖居”、“天人合一”，就与如今提倡的绿色生

态理念相符[10]。但是也必须看到传统造物文化与当代

设计思想的差异，现今的人们更易接受的是在当今的

设计文化背景下产出的产品与思想理念。因此，探寻

优秀传统造物文化中的基因密码，是建立传统造物的

设计新范式的关键，也是为进行新物态设计研究和建

立明确的设计生态系统指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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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无印良品公司旗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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