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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品牌美学是品牌通过受众与品牌符号、品牌感知

体验之间的审美互动，进而实现品牌审美溢价的品牌

建构理论。品牌标志能够通过视觉传达把产品设计所

蕴含的理念体现出来，一个优秀的品牌不仅能让产品

深入人心，也能使消费者深入了解品牌的文化内涵，

使品牌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日本作为经济发达的

国家之一，具有独特的岛国文化，很多日本品牌在人

性化、实用性等方面的设计走在了世界的前沿，做工

也体现出了“匠人精神”，广受人们的欢迎。同时，

日本有着开放包容、善于学习的文化制度，能够较好

地吸收外来的文化和技术，这使日本很多品牌的美学

实践都走在世界前列。

一、日本设计文化与设计哲学的特征
设计是品牌美学实践非常直接的表达之一。由于日

本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其地理状态呈现出开放且封闭、

辽阔且狭窄的矛盾特点，这种地理状态导致了日本人矛

盾的国民特性的形成，在艺术形式上表现为自然又人工、

伤感又亢奋、张扬又含蓄、传统又前卫、狰狞又温情。

这也造就了日本较为独特的艺术设计景观：在是非之间

不断变换，形成一个矛盾体。

日本的设计大多依托于本国的传统元素，我们经常

看到的日本和服、茶道、和屋及传统的书法、绘画和民

俗等出现在艺术设计中，设计者常常会借助这些特点鲜

明的民族传统视觉符号，以传统的东方思维和感受力来

表现作品，使艺术设计具有典型的日本风格和特征。此外，

日本的一些设计师主张美在非具象事物中有所体现，并

以现代的思维方式从传统文化中提取适用于当代的元素，

将其进行简化，使艺术设计具有极简风格。

日本的设计哲学依托于传统的禅宗思想，表现出空

灵、虚无的境界，并融合了清愁、冷艳的色调，使艺术

设计的情感语言更加优美，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为艺术设计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借鉴。

日本设计师最核心的设计理念是自然与共生：对自

然材料的推敲、对舒适生活的思索、对日式设计哲学的

理解。设计师的设计风格及其所呈现的视觉表达充分体

现了日本“侘寂”的审美理念，这种源于禅宗的思想深

刻影响着设计师的设计哲学和审美意识。这一审美理念

贯穿日本各个领域的设计，并形成了如今人们对日本的

美学及艺术设计风格的认知。

在日本的设计中，另一个设计哲学为“Yo-No-Bi”（用

之美），类似于日本手工艺的行业标准：“Yo”即使用，

“Bi”即美感，表达的是造物过程中需保持所造之物的

功能性和美学之间的平衡。这种理念是“侘寂”美学境

界的一个细分，以前更多地应用在日本传统工匠领域中，

因此也可以说“Yo-No-Bi”是日本工匠造物的哲学之源。

这一设计哲学一直深刻影响着日本的设计，在工业设计

和产品设计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日本的设计理念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欧洲设计大师

们的“形式追随功能”的核心设计理念、德国工业设计

之父迪特·拉姆斯的设计标准有共通之处。但与西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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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理念相比，日本的美学设计更偏重于情感和感性认知，

而西方则是以理性化的形式认知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

全球的现代设计理念愈来愈偏向对感性审美的追求，这

也是日本的品牌和产品能够走向全球并被人们认可的原

因之一。

二、无印良品的品牌美学案例分析
无印良品（MUJI）的“无印”指无品牌，“良品”则

是指优质的产品。MUJI 是“Mujirushi Ryohin”的缩写，

其含意是没有品牌的优质商品，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日本

的设计师田中一光从他的日常生活的审美意识中提炼而

成的，之后经原研哉、深泽直人、小池一子等人的丰富

和补充，该品牌于 1980 年创立。无印良品作为极具“日

式简约风”特色的品牌，在日本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

始终保持着“遗世而独立”的状态，坚持着“这样就好”

的风格理念，成为日本独树一帜的特色品牌。

（一）无印良品的美学文化理念

原研哉作为无印良品的创始人之一，曾把无印良品

的设计理念概括为“无中生有”。“无”就是非常简单

的意思。以包装为例，无印良品无论在形态设计、材料

选用上，还是在色彩运用上，都非常简洁单纯，给人带

来十分自然的感觉 [1]。这种简洁的设计形式很受消费者

的欢迎，在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同时，还使人们形成了

新的生活理念，这便是无印良品设计理念由“无”到“有”

的过程。日本禅宗“一即多”“多即一”的思想及“有

限即是无限”的观念都在“无中生有”的设计理念中有

所体现 [2]。例如，在日本设计中表现出的 “真、朴、素”

思想，“真”主要体现为商品能够被世界广泛接受的合

理性，“朴”主要体现为设计中自然和本性的回归，“素”

即产品在造型设计、材质选用、色彩运用等方面都追求

极简的美学设计观念。

（二）无印良品的美学文化表现

一是设计材质朴素。无印良品的包装设计注重对“素

材”的利用，突出对原始素材功能与质感的体现。比如，

很多包装和标签都以纸为素材，色彩上以未加工的原色

为主，体现出材料作品的天然性，并传递出环保的理念，

呈现出朴素的视觉质感。

二是设计形态简约。产品在造型上大多是以日常形

态为主，形式较为简洁，不带有夸张和渲染，呈现出的

都是商品的本真形态；在包装结构的设计上也十分简约，

与传统包装设计相比，减少了以往纤巧的设计和别具匠

心的折叠的运用，尽可能地把商品直观地呈现给顾客。

无印良品的包装设计以“素饰”为主，一切装饰语言都

趋向于“无”。

三是色彩运用单纯。每种商品的包装基本采用单一

的色相，在整体的色彩设计上，均设置了较低的色彩饱

和度，基本以白色、米色、蓝色和黑色为主，只有“MUJI”

方框为红色，很少加入其他鲜艳的颜色，色彩意境比较

淡雅柔和、朦胧内敛，给人带来一种放松舒适的感觉，

与空寂、幽玄的禅宗思想相呼应。

四是平面设计简约。极简和“空”的美学概念如影

随形，最具代表性的是“地平线”系列广告（见图 1），

海报中海与天之间仅有一线之隔，把“极简”二字诠

释得淋漓尽致，通过视觉表达唤醒人们对这种“空”

的感知。

“地平线”系列是无印良品 2003 年的企业广告，偌

大的画面中呈现的是地球自然风貌，画面中仅有一个微

小的人像（有些完全是纯净的风景）及简单的品牌标志，

没有其他任何信息。这种类似于留白的视觉呈现为观者

图 1  地平线（Horizon）|海报|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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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出自由解读的空间，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想象、定义

无印良品在自己心中的模样。

此外，“空”的概念在设计中有所延伸，从大自然

拓展到了室内空间。在“茶室”系列广告中（见图 2），

原研哉团队在建于16世纪的传统日式风格建筑慈照寺（又

称“银阁寺”）的东求堂同仁斋中放置了一个无印良品

的茶碗，既点明了品牌与日本传统文化融合的理念，也

在视觉上充分体现了无印良品一以贯之的简约、空旷的

美学特点。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品牌的文化底蕴是它

与整个世界相互呼应、产生连结的精神内核，我们通过

画面和空间布局可以看出，无印良品重在强调品牌根基

在于日本文化。

图 2 茶室（Tea House）|海报| 2005

无印良品以自然为概念的广告是从 2008 年开始出现

的。2008 年，无印良品的企业广告以“用心照料”为主

题（见图 3），捕捉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镜头拍摄

了切菜、做饭、纺线等过程中的手部动作。原研哉在真实、

质朴的双手中看到了稀松平常的美丽，此类海报体现了

无印良品对自然的向往。

图 3 用心照料（Let's Take Care）|海报| 2008

三、山本耀司的品牌美学案例分析
山本耀司作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的设计师代表，

在巴黎时装舞台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把西方建筑设

计理念融入服装设计，并结合日本传统服饰风格，在服

装设计中体现出他的思想内涵。山本耀司擅长运用黑色

（见图 4），他所设计的服装传承了日本传统服装的美学

设计特征，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装设计领域有着广泛

的影响力。

图 4  山本耀司设计的黑色女装

（一）山本耀司的美学文化溯源

对山本耀司的设计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他的原生家庭。

山本耀司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他通过母亲来感知世界，

因此职场上的女性在他心中是自然和伟大的。在女装的

设计中，山本耀司融入了很多中性化的元素，如军服、

狩猎服、工作装等元素。对于那些为了生活而劳碌奔波

的女性来说，穿着简单舒适极为重要，山本耀司意在为

她们设计出便于外出工作的服装。

此外，日本文化也对山本耀司的设计有较大的影响。

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日本逐渐形成了“侘”“寂”

的审美理念和审美意识，并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与美学

系统，其中包含着日本美的基本特征——“物哀”。“物哀”

是日本美的根基，是日本人普遍追求的艺术趣味和日本

民族共同的审美意识[3]，“物哀”中蕴含着“现世是瞬间的，

寂灭是永恒的”的哲理，在表现这种审美意识时，需找

到构成那种有精神性色彩意向的颜色，以及能够传达到

观者内心深处的配色方式。

（二）山本耀司的美学文化特征分析

在日本的色彩中，黑色代表的意象十分丰富：是幽玄、

忍耐，也是高贵、敬畏，又代表悲伤、严肃，也是男性、

杰出、极致的标志。在时装设计上，山本耀司通过大面

积运用黑色，突出色彩的沉静和结构简素大方的特点，

使作品增加了日本禅文化的意蕴，将观者带入一种幽静

闲寂的枯禅境界，引起观者强烈的观念美感和精神美感，

获得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4]。这就是所谓的以“空寂”为

中心的幽玄之美，在日本的传统艺术理念中有着很高的

美学地位。

“侘寂”和“物哀”使日本人能充分感受到美，但

设计师在设计时并不局限于以“侘”和“寂”为核心来

进行配色，一些鲜艳的色彩也时常被运用到节日和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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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饰设计中，设计者通常把色度很高的相近颜色搭配

到一起，如我们在日本歌舞表演的服饰及风俗绘画中经

常可以看到鲜艳的色彩。同时，设计师还将一些亮度差

别不大且颜色相近的色彩搭配到一起，给观者带来一种

世间无常的感觉。由此可见，日本人在色彩变化运用上

有较为成熟的体系。山本耀司在设计服装时也会遵循这

样的色彩运用规律，将不饱和的颜色组合在一起，使服

装看上去暧昧含蓄，给人一种柔和纤弱的感觉（见图5）。

图 5  山本耀司对温和浅色的运用

四、日本美学文化的品牌案例启示
（一）精准定位是实现产品品牌价值的关键

无印良品诞生之初与当时日本社会消费者的消费习

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经济繁荣复苏，大量的奢侈

品品牌成为上层社会消费者的宠儿，而无印良品坚持“不

求这是我想要的，但求这是我需要的”的理念。不论是

在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且国家呈现繁荣之势的经济形势下，

还是到后来的泡沫经济时代，无印良品一直都在传递它

的极简品牌价值。它将消费群体定位为社会中层人群，

目标是让大多数普通人可以购买到优质的产品。在不同

层级的选择之间，无印良品准确地把握住了自己的区间

定位，以文化的情感带动了产品和品牌的市场发展。

无印良品“以无胜有”的禅宗风格，使其能够在世

界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彼时品牌建设成为企业发展的

主流，各国企业努力营销品牌以博得消费者的眼球，无

印良品则以“无印”带给消费者原始的产品质感，以“良

品”传递物美价廉、自然环保的生活理念。在纷繁复杂、

琳琅满目的市场环境中，无印良品适当“留白”，使消

费者获得了耳目一新的消费感受，也引领了一种简约、

自然的消费风潮，改变了一部分人的消费偏好。

（二）合理简洁是满足消费需求的前提

无印良品强调合理设计，即消除繁杂冗余的设计，

使商品简洁而不单薄，与传统日本设计表达的“素”有

着共通之处。简洁并不是单纯的朴素，而是一种结合了

日本文化内涵的设计应用。日本的设计师们利用材料的

优势，把简约和美感结合起来，考虑整体的功能性，获

得了令人满意的设计效果。

（三）植根于传统文化是丰富产品内涵的源泉

日本学者冈本太郎在他的《日本传统》中说：“传

统是开拓和发展人类生命的原动力。”山本耀司的服装

设计，无论是结构，还是形式，都融入了日本传统服装

的元素，在色彩的运用上也吸收了本土文化的精华，使

传统和现代完美融合，提升了作品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

涵 [5]。从山本耀司的设计中可以看出，他对传统文化的

融入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对传统文化的精神、意

境等进行合理运用。

结 语

由以上范例可以看出，在美学文化多元发展的时代

下，创造具有自身特点的设计作品的前提是依托本民族

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从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根基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学习，理解其中的智慧、

意境和精神内涵并加以运用。此外，对于外来文化，我

们要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使我们的设计资源、设计理

念得到进一步丰富，从而创造出具有自己特点和风格的

设计作品，以获得更多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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