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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借代的概念、修辞法的特点和作用的分析, 指出本体与借体的关系, 以及借代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程序; 论述了借代在产品语意传达中的具体运用方法。从借体与本体的亲疏关系上, 借体可大体分为功能对象和

关联对象两类, 其中重点论述了功能对象和关联对象的类别以及在设计中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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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语意学 ( P roduct Sem antics)的理论架构源

于语言学,特别是受到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

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的影

响。作为一门方法论的学科,一些研究学者也尝试

将语言学中的一些修辞方法运用到产品语意传达

中,台湾朝阳科技大学的萧明瑜教授所主持的以

�汉字六书 的造字原理应用于产品造型之探讨,是

尝试将我们中国汉字的造字法 (六书 )应用于产品

造型, 而其他的学者 (余德彰、林荣泰等 )则将语言

学中的修辞法应用于产品造型的语意传达中。在语

言学中,常用的修辞手法有:借代、比喻、比拟、夸张、

对偶、排比、反问等,其中, 借代和比喻这两种修辞法

在产品语意传达中的作用尤为值得我们关注。
[ 1]

一 借代的概念

(一 )借代的定义。在 �现代汉语词典 中, 对借

代是这样定义的: !不直接说出要说的人或事物,而

是借用与这一人或事物有密切关系的名称来替代,

如以部分代替全体,用具体代替抽象,用特征代替本

体。∀或者说,借代就是借用一个同甲事物 (本体 )有

关的乙事物 (借体 )来代替甲事物, 也就是用借体的

名称来代替本体的名称,又叫换名、代称、代替。借

代的基本结构分为两部分:被替代的叫 !本体 ∀, 替

代的叫 !借体 ∀, !本体 ∀不出现,用 !借体∀来代替。

(二 )借代的修辞特点。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

出借代的本体与借体之间有直接相关性, 正由于这

种直接相关性,使我们藉由借体可以很快地想到本

体。例如,我们看到一个橙子造型的榨汁机,会直接

联想到其功能是榨柑橘类水果,这里,橙子作为借体

与其本体柑橘类水果有着直接的联系,故在认知上

并不需要思维的跳跃。可见, 借代中借体的选择一

般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知的、简单的,甚至是约定俗

成的事物。所以,在性质上本体和借体是相同的,是

同一个认知领域的;在关系上借体和本体之间存在

指示性联系 (见表 1) ;在思维上由借体到本体的联

想并不需要思维的跳跃。

表 1# 借体和本体的关系

# # 借 # 体 # # 本 # 体
内涵 具有邻近性联系的符

号形式

期望表达然而缺席的

功能性语意

案例 水流的形式 洗手台

解析 通过水流的形式来表达潜在的但是缺席的洗手

的具体功能属性

联系 借体和本体存在指示性联系

借代手法的运用既可以突出产品的功能特征,

又可以实现良好的人机互动,从而增强形象性,使产

品易懂,易操作,并富有变化和幽默感。

(三 )借代的作用。在语意传达中恰当地运用

借代不但可以突出产品的功能特征, 还可以表达抽

象的产品文化信息和情感特征, 使其更加生动、形

象, 唤起观者的联想, 加深对产品的理解和感悟,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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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产品更加易读、易用,能尽量降低错误操作,或

者使之具有某种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象征价

值。
[ 2]

借代的作用可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凸

显产品特征,提高产品自明性,即让产品能自己 !讲
述 ∀其操作目的和准确的操作方法。二是增强形象

性和幽默感, 使观者加深印象和操作的心理体验。

三是表达思想和情感特征,使产品形象 !间接 ∀说明

产品物质以外的方面, 主要指产品在使用环境中显

示出的心理性、社会性或文化性的象征价值。
[ 3 ]

(四 )借代的程序与方法。第一步: 功能定义。

用户购买产品其实是购买其功能, 所以功能是连接

生产与消费的本质性的东西。功能定义就是界定产

品或零部件的效用或作用, 目的就是把产品功能用

简明、准确的语言做出表述。对功能进行分类,按重

要程度分为:基本功能和辅助功能;根据用户要求分

为:必要功能和不必要功能;按其满足需要的性质分

为:使用功能和美学功能;按功能整理的顺序分为:

上位功能和下位功能。
[ 4]

功能定义通常用动词和名词简洁、抽象的表述,

做到准确且不限制思路。以例说明 (见表 2)。

表 2# 功能定义

定义对象 # 功 # # # # 能
主语 (名词 ) 谓语 (动词 ) 宾语 (名词 )

手表 指示 时间

杯子 盛 水

电线 传送 电流

机床 切削 工件

日光灯 照 明

闹钟 提醒 时间、事件

其中,动词要尽量用抽象的词汇,这样可以扩大

思路, 如钻孔改为做孔,就可以想到用铸件铸造。名

词要尽量用可测定的词汇, 如热源可以用可度量单

位 !卡∀、!千卡∀衡量。

第二步:功能整理。对已经进行了功能定义的

研究对象,按照各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关系形成一

个体系,从局部功能和整体功能的相互关系上进行

分析, 找出和排除不必要的功能, 补充不足的功能,

按 !目的与手段∀关系绘制功能系统图。例如, 对于

以下课题:设计一种提醒方式, 那么其功能系统图如

图 1所示。

第三步:选择借体。在对提醒方式的功能整理

中,找出最佳借体 (公鸡 )。古时候的人听到鸡叫

后,就知道天亮了,该起床了。所谓 !雄鸡一唱天下

图 1# !提醒∀功能系统图

白∀ (李贺 ) , !飞来峰上千寻塔, 闻道鸡鸣见日升 ∀

(王安石 ) ;而现代的人则是利用闹钟的铃声使自己

从睡梦中惊醒,虽然闹钟提醒非常准时,但是总令人

感觉不如鸡鸣来得亲切而且有情感。那么在闹钟设

计中选择公鸡作为借体, 一方面很容易由公鸡联想

到其打鸣的功能, 另一方面也是对人类这种古老提

醒方式的追忆,具有其象征性的内涵。

借体作为符号, 其范围是很广泛的, 包括: 生物

(动物、植物 )、人造物 (器物、图样 /纹样、文字 )、自

然 (自然景观, 如山川、日月、星辰、云、气候 )等。
[ 5 ]

二 借代的常用手法

从借体与本体的亲疏关系上,借体大体可以分

为两类:功能对象和关联对象。

功能对象 (也叫目的对象 )是指产品功能的作

用、服务对象。例如砧板的作用对象是各种蔬菜水

果,那么蔬菜水果就是砧板的功能对象。体重称的

作用对象是人,那么在体重称面板上出现一对脚丫,

就是功能对象作为借体的直接体现。功能对象作为

借体,可以起到很明显的提示作用: 这是个什么东

西? 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东西怎么使用?

关联对象是指除了产品直接作用对象之外, 在

功能系统图处于手段功能的对象, 例如雄鸡报晓是

闹钟提醒手段的一种,电话机的造型用电话薄的形

式,也是基于电话与话薄的连带关系。关联对象作

为借体,则往往具有更深层次的涵义,能引发观者更

丰富的联想和感悟。

(一 )功能对象的借代手法

1、借目标对象代功能属性

在语言中的应用。 !纨裤不饿死, 儒冠多误

身。∀(杜甫 �赠韦左丞诗  ) , !纨袴 ∀借代富家不肖

子。纨袴,原指用自色细绢裁制的套夸,这是古代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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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子弟所穿的衣服。因此, 后世就以之代指好吃懒

做的富家子弟。

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这种手法适用于产品的

目标对象是具体的、简单的、熟知的事物, 例如自然

界中的生物 (包括人、动物、植物 )。如果产品的目

标对象属于此类,就可以用其作为借体,从而提示其

功能特征。

2、借具体代抽象

在语言中的应用。 !南国烽烟正十年。∀ ( �梅岭
三章 ) , !烽烟∀原是古代边境用以敌情报警的烟火

信号, 这里代指战争, 把战争这个抽象的概念具体

化、形象化了。

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这种手法的特点是把抽

象的概念用具象的功能对象替代, 从而提高产品形

象化和自明性。例如, 要设计一个 !挂钥匙 ∀的挂

钩,那么采用钥匙作为借体则不啻为一种最佳选择。

3、借部分代整体

在语言中的应用。 !过尽千帆皆不是, 斜晖脉

脉水悠悠。∀ (温庭筠 �望江南  ) , !帆 ∀为船上之器

物,借代为船之全体。

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有些时候并不需要借用

完整的功能对象, 而只需以其特征部位作为借体。

这种手法适用于功能对象具有独特的局部特征,从

而使人们由 !一斑而窥全貌 ∀。例如以高跟鞋指代

女性, 以烟斗指代男性,都是采用提取男性与女性的

特征部分,从而以偏概全。

4、借结果代原因

在语言中的应用。 !汉皇重色思倾国, 御宇多

年求不得。∀ (白居易�长恨歌  ), !倾国 ∀指佳人。

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这是把产品使用的结果

作为强调, 着意进行表现。例如心情、身体好坏,产

品使用后的独特状态,对环境的影响等。例如,以一

滩水的形象做的杯垫, 难道不是设计师或者某人失

手打翻水杯后的景象,或者说结果所产生的吗?

(二 )关联对象的借代手法

1、借所属代本体

在语言中的应用。 !什么! 旧毡帽朋友几乎不

相信他们的耳朵。∀ (叶圣陶 �多收了三五斗  ), !旧
毡帽∀是卖米农民戴的帽子,用来代替卖米农民。

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这种手法特别适用于一

些新产品的开发,由于考虑到消费者缺乏对新事物

的认知而影响销量,所以, 在产品形态中选择同一类

并且大家都很熟悉的符号作为借体。例如, 在电话

的设计中出现电话薄的符号, 在音箱的设计中出现

音符的符号,在灶具的设计中出现火焰的符号等,都

是采用了与本体所属同一个认知领域的借体。

2、借所在代本体

在语言中的应用。 !衣冠士女, 下迨蔀屋。∀ (袁

宏道 �虎丘记 ) , !蔀屋∀是处所,代替贫民。

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这种手法适用于产地具

有特殊意义,或者使用场合具有独特性的产品。例

如, 我们都知道象鼻山是桂林著名的景点之一, 那

么, 在相关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中出现的象鼻山的形

象就是一种明智的作法。一般在借体的选用上, 可

以采用最能代表该地点的符号, 例如人为符号 (分

为人文符号: 神话、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等;人造符

号: 器物、图样纹样等 )、自然符号 (包括自然景观,

例如山川、气候、日月星辰等;抽象自然现象,例如时

间、方位、天象等 )。
[ 6]

三 结论

综上所述,借代这种手法在产品设计中,可以起

到很好的语意传达效果。不但可以实现产品较好的

自明性,同时还可以使产品意象鲜明, 特征凸显, 有

时甚至有化凡为奇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把

语言学中修辞法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借用到产品语意

学中是非常可行的方法。诚然, 目前修辞手法的大

量运用还是在语言学中, 在产品语意学中作为设计

方法的运用还处于探索阶段,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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