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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产品造型中的符号分析

康红娜

(南华大学 设计与艺术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人类的设计活动从设计的萌芽阶段到手工艺设计阶段,再到工业设计阶段,

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经历了众多风格的演变. 随着人们需求的不断变化, /形式追随

功能0和 /形式与功能并重 0的设计方针已不再合乎现代人的需求品味, 人们开始追

逐一种能够和他们产生情感共鸣的全新的形式,因此,能够传达特定语义和符号的仿

生学成为大家所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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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mbolic Analysis of Bionic Product

KANG Hong-na
( Design andA rt Schoo,l U niversity o f South Ch ina, H engyang, H unan 421001, China)

Abstract: It. s a long h istory from the start ing of design to the industria l design. W ith the

people s' needs constantly chang ing, / Form Fo llow s Function0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

ments o f customer. So, designers beg in to find a new w ay to meet the emot iona l needs o f

hum an. B ion ic design w as a w ay o f think ing to guide the designers. creating ab ility. B ion-

ics and seman tics become the focus o f our ana lysis.

K ey w ords: bion ics design; sem iotics; connectiv ity; regularity

0 引言

工业设计不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而且

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及情感, 也即是产品所表达的

语义性和人的情感上的共鸣. /让设计回归自然 0

的口号是现代设计中最为流行的语言,如何让设

计回归自然成了设计师们绞尽脑汁探讨的问题.

以此为出发点设计界出现了趋向于自然的色彩、

材质、功能、形态等等,不管是哪种形式,都是对大

自然的一种模仿, 同时这也是人类对某种自然物

体或生物熟知的情况下, 设计师对产品进行生物

化的比喻,从而可以拉近人们与产品的距离.

1 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

在探讨仿生语义学符号过程中, 以仿生设计

的原理和形式为基础,寻求以仿生为手段进行产



品设计的特殊表达方式. 从产品仿生学和符号语

义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仿生设计中的产品形式塑

造,并归纳出产品造型的仿生模式, 通过这种模式

来指导设计,从而制定出一套研究框架,如图 1.

图 1 研究框架

Fig. 1 R esearch fram ew ork

2 仿生设计学理论

仿生设计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

具有某些设计学和仿生学的特点, 但他又有别于

这两门学科.仿生设计学有别于有设计学和仿生

学的特点:艺术科学性、商业性、无限可逆性、学科

知识的综合性、学科的交叉性. 主要研究形态仿

生、功能仿生、视觉仿生、结构仿生等.

3 产品符号学理论

符号作为人类文化的产物,在现代设计中具

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符号同产品一样,产生于人

类,服务于人类,是人类文化的物质形式.因此产

品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产物及媒介,其符号特征

是显而易见的. 产品符号指产品能够以形象来表

达产品想要传达的思想和概念的物质形式. 作为

一门跨学科的元科学, 符号学的应用范围极其广

泛. 1983年在美国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里, 由美

国工业设计师协会所举办的 /产品语意学研讨

会 0上, 正式把符号学引入产品设计领域,并确立

了 /产品语意学0这一学科 [ 1 ]
.

产品符号学包括:

1)产品语义学: 研究产品造型的形态与意义

的关系.

2)产品语构学: 研究产品造型与功能结构的

构成关系.

3)产品语用学: 研究产品造型的可行性以及

与人的关系.

因此可以说,产品语义学是根植于符号学,并

且建立在其理论框架之上的, 与符号学有着不可

分割的紧密联系.

4 仿生产品造型的符号转换方法

设计中的概念与模式是最重要的,只有 /形 0

漂亮是最低级的,有了 /概念0再有 /形 0才是最好

的.例如:古老的劳作模式 /夯大墙 0作为科学概

念是落后的,但作为文化概念是具有创造性的和

文化延展性的, 现在人们接受的追求的就是这个

东西 ) ) ) 文化性,因此科学和艺术是完全不一样

的
[ 2]
.仿生学也是如此, 单纯的一个生物不会引

人注意或者引起情感共鸣, 但是将其与产品联系

起来就会有丰富的联想空间并能够产生丰富的情

感,将其衍生为产品也会成为迎合大众的设计,同

时会增强作品的个性化.

4. 1 产品仿生的形态符号

产品形态仿生, 是模仿生物体的形态来设计

产品, 具体指通过产品的外形轮廓线、主要部件的

位置、各个部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形态元素来模

仿生物体的对应形态元素, 从而使得产品和生物

原型之间建立起外观形态上的联系,从产品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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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可以联想到生物原型的形态及其内在的神韵

等.这是产品设计师最常用的一种仿生方法.这种

仿生形态可以具有一定的功能象征性,仿生产品

和生物特性之间具备一定的功能关联性; 也可以

不具备功能象征性,即是仿生产品和生物原型的

特征之间毫无关联,设计师只是出于某种理想或

玩味性赋予产品生物造型罢了
[ 3 ]
.

1)产品仿生的色彩符号

色彩仿生指模仿生物的生存色彩制成产品的

外观颜色.色彩对眼睛及心理的作用尤为明显,视

觉是最敏感的, 不同色彩代表着不同的情境和心

理及象征意义. 同时色彩符号具有鲜明的意指功

能,红色代表提示或警告, 绿色代表和平、自由、安

全、环保等
[ 4 ]
.

2)产品仿生的材料符号

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是由无机或有机材料通过

组合而形成,许多动植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能

够存活下来离不开它们各自的特殊材料, 这是设

计师们一直在研究并学习的方面. 人类对产品的

印象来自于视知觉,不同材料体现出不同视觉的

同时带给人不同的触觉感. 而这些不同材料的视

知觉也会给人类心理造成不同的影响.

3)产品仿生的功能符号

根据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符号活动就是逻

辑学的应用.也就是说, 符号活动过程永无止境,

一个自然物,在我们没有对它赋予一定的意义时,

作为符号,它是不完整的, 他的能指并没有得到发

挥,只有我们对这一符号产生一定的联想,并且通

过联想赋予其一定的意义,他才能实现所指功能.

例如 QQ的两个圆圆的大眼睛代表着奇瑞系列的

两个前大灯,这种功能只是形式非常明显的,即从

形式层面体现功能性,又从内容层面体现功能性,

仿生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功能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4. 2 仿生符号简化性

由于生产工艺的限制和对人们审美及心理的

考虑, 仿生形态必须经过简化处理后才能运用在

工业产品中.在分析仿生形态时,要从知觉和心理

角度有意无意地把形态的内力运动变化感受为生

命活力,再通过形态抽象变化, 用点、线、面、体的

运动组合来表现生命活力.因此,形式上表现为生

物原型的简化性,而在传达本质特征上表现为对

生物的高度概括性.

1)简化处理

仿生设计中简化处理是极为重要的过程, 只

有掌握生物的所有必要特征才能对特征进行提炼

并简化处理,将其设计成抽象简洁的工业品,因此

在简化之前要先了解生物, 然后将经过分析处理

的仿生原始生物形态的主要形态特征准确转化成

我们所设计的产品形态特征,这是一个重要步骤,

为了使结果尽量准确有效, 可以运用我们前面提

到的点阵法, 将原型通过点阵法进行特征提

炼
[ 5]
,这就需要具备强烈的视知觉感知能力, 在

感知分析过程中要细致入微, 结合产品的形态特

征对前面提取的生物特征进行简化处理, 找到关

键节点与线,最后获得具有产品最初基本形态特

征的简化式样. 因此简化处理的重点就是要抓住

生物原型的主要特征,对生物原型特征准确的提

炼.

2)简化处理步骤:

步骤一  生物特征符号分析和选择: 主要根

据生物形态自身的特点和产品本身的形态结构特

征及设计要求进行提取. 当生成的简化形象远远

脱离了多样性的自然时,这种形象便获得了自由.

步骤二  生物特征符号提取:在对生物原型

进行特征分析提取之后, 将生物形态的特定秩序

转化成产品形态的秩序, 并且将其中能够体现生

物形态本质特征的部分以及与产品形态结构特征

相吻合的部分提取出来, 使生物形态主要结构特

征加以抽象变化.

步骤三  生物特征符号处理:通过前面两个

步骤之后,必须对主要特征进一步简化处理,否则

没办法将提炼的特征准确运用于产品之中, 这就

需要找到最佳最匹配的形态特征通过简化处理,

集中突出原型的本质特征, 使生物原型主要特征

有机的融入形态中,从而产生一个全新的仿生形

态.同时对生物形态特征的简化抽象处理要符合

现代工业产化批量生产的需要, 简洁规则的形态

更易于生产加工,能够降低成本,更能使生物形态

更容易与产品形态相匹配.

步骤四  生物特征符号简化后期处理与评

价:在简化过程中,由于受到人为和生产工艺等各

种因素的影响, 每个设计师的简化结果都会不相

同,因此必须对简化结果按一定的标准和方法进

行评价处理,可以提高简化的有效性、准确性.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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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生物形态的简化结果即简化式样便可以通过特

定的媒介表现在人们面前, 使原始生物形态通过

简化过程变成可以感知的具体产品形态.

3) 案例分析

当我们观察一件产品时, 怎样得到简化的造

型呢? 例如这款国产的吉利熊猫, 作为一辆全新

设计的车型,熊猫的仿生学外观已经到了较高的

水平. 圆润的线条, 肥嘟嘟的外形, 处处体现出熊

猫的敦厚、老实、可爱的气质,外形更加可爱、更有

中国气息.两只黑眼圈前大灯, 向外微撇,线条柔

和,整体设计符合 /国宝0的特征. 如图 2所示, 这

些视觉中心的形态,正是有了 /后面 0的 /黑色0背

景的衬托下, 自然而然成为吸引我们视线的 /图

形 0.这些图形就其特征而言有赖于简化的背景,

图形出现在背景之上.背景起着一种格局的作用,

由于图形悬浮于其中,因此格局决定了图形.这是

简化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决定着产品效果的关键.

图 2 吉利熊猫的简化符号图

F ig. 2 S imp lified symbol of G eely

5 结语

找到了仿生和语义符号之间的关联性, 并结

合上述过程的反复实行, 我们会创造出更加符合

人们心理和情感需求的产品, 这样的产品语义符

号运作模式,可以使设计师在设计概念初期更快

更好的得到快速有效的方案, 结合设计师有方向

性的艺术创造, 为高效的开发新产品提供更大的

可能性.

同时,设计回归自然这样一种趋势更是导致

科学与艺术的再度融合,通过更深刻地理解自然,

提出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大胆设想. 仿生学

与符号语义的关系开始变得更加密切,更加真实

的反映自然,在科学与艺术这两个不同的学科之

间建立桥梁,为我们的造型设计了新的指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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