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1 

Education Research 

浅析“从无到有”的美——以无印良品为例 
 

刘阳蕾 

新疆师范大学 

DOI:10.12238/er.v4i2.3607 

 

[摘  要] 许多大品牌都只是昙花一现,随波逐流,没有自己对设计、对美的理解导致人们审美疲劳,极

简主义的无印良品“从无到有”的美颠覆了华美、奢侈的外包装,追求物质自然的本质,以单色、简洁

的理念把产品赤裸的展现出来,完整的体现了“无印人”的生活态度。它省去商标等不必要的设计,

以真正必要的方式制造出生活中真正需要的产品。此文阐述了无印良品“从无到有”的美从而体现

它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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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生活的城市

越来越繁华,也有越来越多的品牌横空

出世,千篇一律的“花花绿绿”已经俨然

成为了许多品牌发展的风格和走向趋

势。同样,人们的生活也越发的精彩、忙

碌,但是每天身处在“浮华”的世界里,

不免会让人们审美疲劳。见过了繁花的

美就很想念芦苇的清香。此时,朴素简单

而不繁杂的无印良品,可谓是一盏质朴

的古老油灯,在现代社会里让人耳目一

新,照亮了整个市场。在众多品牌设计的

领域里可谓是“小清新”,被越来越多的

人喜爱。 

1 无印良品概述 

无印良品(MUJI)是一个日本本土品

牌,其本意是“没有商标与优质”。无印

良品的商品所涉猎的领域非常的广泛,

有食品、服饰、文具、家居生活用品等。

无印良品以极简的风格面向大众,刮起

了“冷淡风”的热潮,产品使用单色、简

洁的包装,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还原了

产品的本质。 

2 从无到有的品牌 

无印良品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

本,那时候的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时代,

物价飞涨,许多品牌盛行,一时间占据了

整个市场。无印良品是一个自有品牌,

它致力于打造与国有品牌相当的商品,

但又希望能与现有的品牌拉开差距,一

个新品牌的出现一定要与众不同,追随

大流只会落后。一定要有创新才会跟现

有品牌产生强烈对比吸引大众眼光。自

有品牌无法与国有品牌竞争,因为一个

全新的品牌和一个出名的老品牌旗下的

商品在设计样式、包装风格等都类似的

情况下,大多顾客会选择老品牌,因为品

牌已经打响被熟知,它们的商品也同样

使顾客放心。无印良品不该随波逐流,

当时无印良品的艺术指导田中一光的设

计理念开始发生变化,提出了“使用单色

的、简洁的包装”这个想法。当时的市

场过于品牌化,所以就有了“反品牌”这

个态度,希望能够生产出与众不同的无

品牌商品,人们不该只是因为一个品牌

的知名度而去购买产品,而是因为好用、

实用、甚至是一种生活态度。于是,无印

良品这个名字就出现了。当时的品牌基

于有知名度,凭借着顾客对品牌的信任,

过度于依赖品牌效果,将所有的产品都

套用在同一个模式上,比如把所有产品

都不经设计的直接印上品牌名称,陷入

了设计过度的怪圈。而这些产品一经拿

掉品牌就什么也不是相当于那些“三无

产品”。无印良品正与之相反,追求生活

品质多过各大品牌。现在人们致力于养

生,健康食品越来越流行就是因为人们

更注重于生活的品质和健康的生活方

式。而无印良品正传达了这一观念,它

的设计贴近自然,贴近人类的生活,更

懂、更理解人们更需要什么。虽然无印

极力淡化品牌意识,但它遵循统一设计

理念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无不一诠释着

“无印良品”的品牌形象,它所倡导的

自然、简约、质朴的生活方式也大受品

位人士推崇。 

3 从无到有的设计理念 

无印良品的理念是平面设计大师田

中一光的美学和日本分销业无可争议的

领军人物堤清二的观念完美结合的产

物。其基本理念是通过对制造流程的彻

底简化创造出一批简单、低价的好产品。 

无印良品并没有随波逐流当时高端

奢侈的风潮,也没有随心所欲的做设计,

而是做自己,做属于“无印”的生活态度

和品质质量。当时的日本都在追求一种

奢靡攀比的心理,不买对的只买贵的。当

然无印良品创始初衷并不是以销售低价

产品为目的,而是不随大流,从简单质朴

的产品做起。无印良品的产品包含精选

的优质原材料、不断改良加强的生产工

艺、和产品的简洁包装这三个特征,品牌

产品物美价廉。无印良品的最大特点之

一就是极简。而无印良品的极简绝对不

是廉价,它导向的是美学的具体表现。它

的产品去除了商标,省去了不必要的设

计,去掉了一切不必要的加工和颜色,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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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到只剩下素材和功能本身。除了店面

招牌和纸袋上的标识之外,在所有无印

良品商品上,顾客很难找到其品牌标记。

在无印良品专卖店里,除了红色的

“MUJI”方框,顾客几乎看不到任何鲜艳

的颜色,大多数产品的主色调都是白色、

米色、蓝色或黑色。不仅仅有了“无”

的设计理念,还对顾客坦诚说明为什么

便宜,如何生产的等等。无印良品将“便

宜”和“质量”两个相互矛盾的要素结

合在了一起。无印良品从创立初期就把

产品成分、产地等毫不隐藏地写在包装

上,让消费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看到,

便宜固然受欢迎,可让人安心的购买更

加重要,这是在当时的日本不曾有过的

做法。 

或许在许多人看来,设计就是简单

的弄个型加点色彩再加些图案,其实设

计并没有这么简单,设计是美和实用、形

式与功能的结合。没有相关性,就不是好

设计。可能做设计比较容易,但想做的好

这两者之间必须相辅相成,与整体和谐

统一才是好设计。在当时一个包装过度,

色彩过于丰富的市场里,去掉繁杂的装

饰和色彩才会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无

印良品建立了一套对人类具有无限吸引

力的美学,这不在奢侈与豪华之内,而在

简单之中,丰富蕴含在低调当中。例如：

非常闻名的“碎香菇”事件(当时日本只

有完整形态食物香菇才能售卖),本来市

场售卖的都是通过精挑细选过的每一颗

都非常完美优质的香菇,但人们买回去

制作还是要将香菇打碎,无印良品认为

形态、歪斜都不重要,直接售卖打碎后的

香菇,既简化了挑选香菇的过程,又避免

了因为在运输过程中香菇有时候会被碰

碎的尴尬场面,也简化了购买者回去打

碎香菇这一步骤。还有“漂白纸”的设

计,省去了漂白纸这一程序,还原了纸浆

最本质的淡褐色,又独特又环保。直到现

在我买纸产品也要选择淡褐色的,我认

为那是不经过加工没有漂白荧光剂的放

心纸制品。无印良品甚至在服装上都没

有太多的标签,最多是用透明胶带标注

尺码,试衣服的过程中还会撕去,人们购

买回家也会将吊牌减去,何必多此一举

呢？看似简化没有设计其实包含了对产

品功能、实用性的用心设计。 

无——亦所有。“无设计”曾是无印

良品的口号,无印一直坚持着实现它的

设计理念,高水平的设计则是必不可少

的。无印的室内设计都充满着“家”的

概念,当时食品、日用品、服装都摆放在

同一层并且相距不远,打破了传统思想,

在日用品区看到了零食等产品初次会觉

得很奇怪,当仔细想想自己家不也是这

样。无印良品努力把设计贴近生活,种类

也越来越丰富,不再单一,而是全面。看

似无设计的理念里面包含了多少精心设

计的心思啊,虽然我们身处奢华时代,可

对于无印良品来说,不可高级过头,控制

好这个度是个关键。 

4 结论 

无印良品在我的理解中,它并不是

一个品牌,我将它诠释为一种现代人追

求的健康、自然、随性的生活方式和应

对态度,也可以说它是一门生活的哲学。

无印良品不在意设计是否流行,而是用

心去思考人们真正需要什么,做到了体

现商品它本来的价值,并在“从无到有”

的设计中,将产品升华至文化层面。 

做设计不难,难的是做好设计,要做

深入人心的设计,要做美与实用性结合

的设计,环保绿色,为人服务,以人为本

的设计才会夺得大家的喜爱。要真正把

设计融入到生活中去,细心观察真正欠

缺的是什么,不做跟风随大流、不做虚无

缥缈浮在水面的设计,它应该基于合理。

现在很多设计有着相似的外表,好像没

有灵魂的设计,就像最近流行的一句话：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

里挑一。”我觉得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设

计。设计必须得有创新,没有个性终将面

临淘汰。这在我以后的设计生活中将给

我巨大的影响和启示。设计是一颗正在

燃起的新星,怎样让它有鲜活的新意识

是我们接下去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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