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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工 业 品
“

流 行
”

规 律

张 伯 良

(造 型 系 )

“
流行

” ,

或称为
“ 时髦 ”

_

、 “ 时兴州
、 “ 时尚

” ,

是社会生活中集体行为的一种感性

表现形式
,

`

是一种复杂而又微妙的社会心理现象
,

它普遍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

从

工业品来说
,

突出地表现为造型方面的
“

,

流行式
” 和色彩方面的

“ 流行色
” 。 “

流行式
”
与

“
流行色

” ,

在工业产品的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工业产品不同于文艺作品
,

它作为物质

文化的消费
,

直接作用于人们 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
,

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 人们对于新式样与

新色彩产品的集中关注
,

使得
“
流行式

” 与 “
流行色

”
有时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心理力

量
,

左右千百万人对于工业 品的喜恶
.

以至整个社会的风尚 : 比如在色彩方面
, 7 0年代齐至 80

年代初
,

日本流行紫色
,

一直流行到杂志画报的封面和封底 ; 紫色在美国甚至流行到了妇女

的服装鞋帽以至于提包
、

腰带
。

而从工业 品的销售来说
,

一件即使功 能理想的产品
,

如果 其

式样或色彩不是流行的
,

就会显得陈旧过时
。

据 日本的一次调查
:

一件流行款式和色彩的时

装
,

每件可售价十万 日元
,

而过了流行期
,

却连五百 日元也卖不掉
。

.

流行现象的荐在及其显

现出的巨大力量
,

并非虚幻莫测
、

不可思议
,

而是 自身规律作用的结果
。

\

一
、

工业品
“
流行

”
现象的形成

工业产品的造型及色彩的流行现象
,

是人类审美意识活动的一种反映
。

它的形成
,

和人

类审美意识形成的一般规律一样
, 既有长期社会实践所带来的社会历史方面的因素

,

又有审

美主体特殊的牛理
、

心理结构所带来的生理
、

心理方面的因有
。

人类共同的社会实践 以及生

理
、

心理结构状态
,

使得人们主观的审美经验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

可 以引起人们极其相似的

联想以及情感愉悦状态
,

产生共同美感
。

人们对于工业品的某种式样或色彩的审美趣味
,

有

可能由于指向集中而形成带有普遍性的审美注意
,

成为一种社会性的
“ 流行 ” 心理现象

。

先从人的生理
、

心理结构方面来看
。

人类自身的生理结构
,

有要求平衡的生理和心理特征
。

人休神经的某一部分在受声J刺激

引起兴奋 以后
,

过 了一定的限度会产生生理上的感官疲劳
,

从而引起心理上的厌倦情绪
,

如德

国大文学家歌德在研究色彩时所说的那样
,

是
“ 眼睛需要变化

,

从来不愿只老看某一种颜色
,

经常要求换另一种颜色
。 ”

为了恢复生理及心理平衡的需要
,

人的眼睛会自然地向对应的方

面去寻找新的感官刺激和享受
。

所以当一种久 已匿迹的形式突然露面
,

会给人的观感以出乎

意料的跳众性刺激
,

使人感觉耳 目一新
,

乐于接受
。

人们这种追新求奇的心理特征
,

表现为

“ 流行 ”
现象的一个显著特性一一新奇性

。 一 “ 流行 ”
现象的另一个重要特性—

,

周期性也与

人的生态规律有关
。

人炎生理的总代谢周期过程约为每 7 年 一次
,

与这种生态规律相适应
,

本文 19 8 6 年 1 2 月 1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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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于某一产品式样或色彩的审美喜恶情感
,

也存在着相似的周期心理状态
。

从流行式与

流行色方简来说
,

工业产品的
“
形

” ,

在线形上表现为
“ 直 ” 与

’ 浴

曲” 的交替 ; 在面形上表

现为
: “
平

” 与 “
曲

” 的交 替
; “ 色 ” 则 表 现 为

“ 冷 ” 与 “ 暖 ” 、 “ 明 ” 与 “ 暗 ” 、 “
深

”

与
“
浅

”
的交替

, ;

这种交替又都是按照一定的周期进行的
。

如根据测定
,

流行色一般保有新

鲜感的时期钓为一年半
,

从初兴至盛行到衰落的时间周期则约为三年半时间
,

并且往往以循

环往复的面貌出现
。

当然这种周期性的重复不是简单的再现
,

而是增加了新的时代感
。

这种

审美的周期流行现象
,

与人的生理
、

心理结构是密切联系的
。

人类作为生物界的成员
,

具有一定的生理
、

心理特征 , 但是同时又是一定社会的成员 :

是
“
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 ,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
,

无时无刻不在与周

围各种事物接触
。

人们的审美心理
,

不可能超越社会现实的时
、

空限制
,

一定时代社会历史

系件下的政治
、

经济
,

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社会因素
,

甚至某一科技新成果的出现
,

都有可能

夕对人们的审美心理发生作用
。

各种社会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
,

都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
,

、

而臭斗右面社会因素的急剧变化
,

又会影响到人们对某一方面审美注意力的加强
。

这种审美

住意力集中到了一定程度
,

就形成 -T 种社会性的审美心理状态
,

并会以流行现象的又一重要

特性
一

突发的形式表现出来
。

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
。

如
: 、 `

夕

我国春秋时期是尊红色的
,

紫色的纺织品只为社会中最低级的
“
贱人

”
所用

。 ,

而齐国的

国君齐桓公却喜欢穿紫色的袍服 : 于是紫色一下子就成了齐国的流行色
。

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

人们在心理上都迫切希望有一个和平
、

安定的生活环境
,

与

这种特殊的社会普遍心理状态相适应
,

当时的工业品就很自然地流行具有柔和感的弧线性
,

在色彩上则倾向于深暗偏冷
。 。

、

本世纪 60 年
`

代 人 造 宇宙飞船上天这一人类社会重大事件的出现
,

工业产品一下子就流

行起了
“
宇宙式

” 和 “
宇宙色

” :

产品外形 的楔形倾向很为明朗 ; 色彩以银灰 色 (空间色 )为

基调
,

广泛采用低色度和低明度的颜色
,

因而混沌模糊的色彩风行一时
。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

对工业产品就产生了多功能
,

便
二

F使用和携带以及美观的要

求
,

这就影响到工业产品走向了
“
轻薄

r

短小
” 化

,

袖珍式
、

折叠式等
。

在色彩方面
,

由于近

代鲜明感的要求
,

一般工业产品 (如电风扇
、

自行车等 )都在从暗色向较为鲜明轻快的方向发

展
,

因此就出现了绿
、

蓝等色彩在工业 品方面的流行
。

二
、

工业品
“
流行

”
的发展规律

流行的奥妙究竟何在呢 ?

其一为竞仿助
一

民
。

“ 流行 ” 作为群众性的集体行为
,

是个人活动受群体气氛感染而形成的群众共同意志和

共同精神
。

人们在审美方面所具有的模仿性
,

可以推动一定审美趣味的普遍流行
。

古希腊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是人从儿童时代就固有的
,

而且人类就是借助于模仿获得 自己最初的认

识
。

事实上
,

模仿心理结构是动物在生存斗争中群集行为的一种心理表现
。

是人类在长期社

会实践过程中心理积淀的产物
。

人们的深层心理
,

有着求变求新的共同要求
。

正当模仿的内涵
,

在于对美好
、

新颖事物的追求
。

如果人们对于一种式样或色彩的模仿比较集中
,

在竞争心理

的控制下
,

就会相互刺激
,

相互感染
,

形成群众性的模仿
,

并使模仿竞赛愈演愈烈
,

从而推

进
“ 流行

” 的扩尼
。

早在我国先秦时期韩非子的著作中
,

就有过
“
楚灵王好细腰

,

而国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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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人
” 的记载

。

西汉时代 民谣《城中谣 》说 “
城中好高髻

,

四方高一尺
。

城中好广眉
,

四方且

半额
。

城 中好大袖
,

四方全匹帛
。 ”
这些都是对于

“

竞仿助长
”

这种社会心理状态的生动反映
。

其二为逆反助长
。

“
逆反

” 心理产生于同类事物感官接受上的饱和
,

在庄活中往往出现于多见熟知而长期

大量的刺激之后
。 “

逆反心理
”
可 以对流行现象起助长作用、 这是一种特殊状况下的心理活

动的一种特殊反映方式
。

人作为审美主体
,

在审美感受方面具有忌刻板重复的心理特征
,

总

想热切地期待未 曾见过的具有新鲜感的审美对象出现
, “ 老面孔 ”

会使人们形成厌恶
、

排斥

的
“
逆反

” 心理状态
。

.

“
逆反

”
得越深

,

心理的反感越强
,

新的式样或色彩的影 响 也 就 越

大
,

’

从而就促进了新事物流行的进一步发展
。

其三为人为助长
。

.

,
.

“

流行
”

现象作为社会心理状态
,

虽然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
,

人们不能随意改变
,

但是

只要在顺应了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

人为的力量也可以推波助澜地助长某种流行的趋势
,

这方

面最为明显的就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研究流行色机构的建立
。

这些 )1t
`

构根据 当代的现实 }青况定

期地制定色卡
,

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宣传
,

刺激消费
,

起牛封亏或助长某些色彩流行的作用
。

在

工业设计方面
,

则有所谓
“
有计划的 设 计 废 止制

” 。

这是指在设计某工业产
.

品时
,

从企业

经营的需要出发
,

迎合一些消费者
“
赶时髦

” 的心理要求
,

有计划地
.

改变产品的部分造型或

色彩
,

使产品每年都有一点新的特点
,

以保证对于市场的经常性的占有
。

比如汽车在国外不

仅作为实用性产品
,

而且还是一定社会地位的标志
,

最 l付髦的新式汽车
,

可 以显示拥有者的

某种优越感
。

产口果驾驶的是
“
过时

” 的汽车
,

即使功能甚好
,

原有形式也并非不美观
,

.

却会

为人所轻视
。

因此
,

有的人就为标新而购买
,

不断地 “ 赶时笔 ” 。

汽车制造商为了稳定和增

加汽车制造产量
,

就利用人们这种
“ 以新求荣

” 的心理
,

有计划地助
一

关汽车
“
流行

”
发展

,

j彭

种为了达到竞争目的对
“
流行

”
有意识地控制 的手段

, 也助长推迸了某些造型及色彩的
“
有

计划的
”
流行

。

总之
,

流行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状态
,

内含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
、

经济
、

伦理道德以及

审美等诸因素
,

它是
.

人的主观审美情感需要与社会存在客观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综合体
。

由于人的情感意识的多样性和社会存在的复杂性
,

影 }{向到 “ 流行 ” 的形成和发展的因素也是

复杂多样的
。

但是
,

我们只要彻底地弄清某一式样或色彩流行时 自然的
、

社会的各种状况
,

以及它们对于人们心理上的影响
, “ 流行 ” 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是不难把握的

。

三
、

正确地运用工业品
“
流行

”
规律

对于工
.

业
l

呆
、 “ 流行 ” 的客观规律

,

我们不仅要清楚地认识它
,

还要正确地运用它
,

这需

要注意做到以下两个方面的
“ 统一 ” 。

一是实用与美观相统一
。

合理的 “ 流行
” 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有着积极的审美意义

。

就工业产品的设计而言
,

它

表现为实用与美观的相统一
,

而不只是局限于式样与色彩的形式美
。

对于工业产品的实际用途

来说
,

流行的是否合理
,

要看它有没有掩盖了产品本身的实用价值
,

是否在本质上有助于生

活环境
、

社会环境中审美气氛的最后形成
。

只有做到了促进产品的实用与美观统一
、

内容与

形式相统一的
“

流行
” ,

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 反之则不可取
。

这一点
,

我们可 以从 “ 流线型
”

的流行历史得到证明
。 “ 流线型 ” 最初的出现

,

是 工 业 设 计符合现代流体力学
、

适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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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高速节奏需要的反映
,

是合于时代需要的功能性很强的表现形式
。

它最初使用于交通

工具
,

那简朴明确
、

柔顺活蕊的线型
,

既可 以使速度显著提高
、

燃料消耗降低
、

生产方便
,

又可以以其优美的动 感性态给人以美感享受
,

因而它一出现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

这时它的

流行是合乎实用与美观统一原则的
,

具有积极的审美意米
。

但是它后来被当 作 了 “ 万 应 灵

丹
”
似的到处应用

,

连电冰箱
、

工作机械等固定不动的静态物体的外形也盲 目迎合
,

因而使

其走向了下坡
。 对于工业品的实际应用来说

, “ 时髦 ”
应该是一种次要的

、

起补充作用的审

美因素 ;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

由于盲目
’

}生
、

轻信性
、

冲动性
,

.

使人们常常不去注意实用与美

观相统一的原则
,

而使得时髦的审美因素超过了产品的实用价值本身
,

从而形成为一种单纯

追求产品外形美观的偏见
,

破坏了实用 与美观的统一的原则
。

这就需要把
“
流行

” 导向与产

品的特性相协调
,

与具体的对象环境以及产品的材料
、

构造
、

加工方法
、

生产技术等等方面

相协调
,

使其发展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因素
。

工业产品设计应当考虑消费者的购买心理
,

但

绝不能盲目地迎合部分消费者的流行 l嗜好
,

而抛弃正确的设计原则
。

只有这样
,

才能使流行

很好地起到指导生产
、

指导消费的作用
。

二是流行与稳定相统一
。

社会的各个部分组成一个整体
,

历史与现实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

因而任何一种流行现

象
,

都有着横向的联系关系以及纵向的连续性存在
。

所谓横向的联系
,

就是在同二个社会
、

同一个时代
,

由于人们各方面情况的不同
,

因而对于
“ 流行 ” 的反应态度也就不同

。

一般地

说
,

在每次
“
流行

”
中居

“
领导潮流

” 地位的只是少数人
,

他们主要是一些经济条件较好或

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人
,

而大多数消费者 (主要是 中
、

老年人 )对于眼前的
“ 流行 ,之 ,

则常是

抱
“
随大流

” 的态度
。

所谓纵向的连续性
,

是指流行现象与任何事物的发展演变一样
,

也有

着一个新老逐步交替的演变过程
。

在流行过程中
,

上一种流行形式与下一种流行形式之间的

关系
,

并非是不相联系的突变状态
,

总是保持着一种渐变的过渡状态
,

其间有着一定的继承

性
、

连续性
。

纵 向地联系起来看
,

下一种流行形式中
,

总是相对稳定地保留着一些上一种流

行形式的因素
,

有一些使人感到
“ 似曾相识 ” 的亲切成分

。

以色彩而言
,

上一种流行色彩 由

于有些人已经 习惯
,

抱有一定的好 感而不肯轻易地改变
,

因而就可 以保持相对的稳定
。

含灰

的间色等一类色彩
,

由于纯度较弱
,

对人俏的视觉影响比较柔和
,

不易使人很快产生
“

疲倦
”

或 “ 厌恶 ”
情绪

,

也可以较
一

长时期地保特相对稳定的
“ 流行 ” 。

月
一

:

以流行色虽然年年变化
,

但是十分接近的颜色为数不少
,

并
.

且必有 7 种颜色在内
。

此外
,

由于地理条件
、

民族习惯
、

生活方式
、

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原因
,

有些流行现象本身就比较稳定
,

如西欧人对于
“ 牛奶

加咖啡
”
色彩爱好的经久不衰

。

这些 “ 流行
”
都带有比较明显的连

:

续性质
。

上述的 “ 流行 ”

横向以及纵向联系关系的存在
,

使工业产品于 “ 流行 ” 之外还有在
.

着相对稳定的一 面
,

歹
一

卜且

这一面在数量上还是 占优势的
。

因此
,

在工业设计 中应该注意把流行与稳定两个方面统一起

来
,

作实事求是的通盘考虑
。

“
流行

” 现象的出现
,

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
,

也是人类社会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一种体现
。

在物质生产发达
、

生活节奏加速傲现实让会 里
,

人 们 对 宁
“ 流行 ” 的敏感和追求更为加强了

。

工业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
“ 流行

”
设计

,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

社会生活旋律的不断加快
,

人的视野和稗能的不断于「拓 ,

人

们对于工业产品的多样要求越来越强烈
,

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

产品流行的
“

生命周期
”

也日益见短
,

工业品设计的更新换代
、

合上 “ 流行 ” “
言拍的 问题

,

就显得十分亚要
。

今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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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或者基本解决
,

正在从为寻求
“ 生存资料

”
而奔佗的

状态中逐步解脱出来
,

向消费的较高层次发展
,

人们的生活内容和工业品的
“ 流行 ”

现象关

系比以前密切了
。

因此
,

研究工业品流行规律 的问题是一项具有社会意义的大事
,

需要我们

作深入细致的探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