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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现代灯具设计不仅要能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更应该满足用户的情感需要出发,论述了情感化设计是灯具

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现代灯具设计的情感化表达方法。从造型、色彩、材质、使用方法4个方

面对灯具的情感化设计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通过不同实例分析了这4个因素对用户情感产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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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dern lighting design should not only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user，but also meet the emotional needs

of the user.It discussed emotional design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ighting design，from different angles of shape，

color，texture，use methods discussed emotional design of modern lighting.Based on this，it analyzed by different

instances of the changes produced by these four factors of user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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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生活中所触及的各种产品，作为承载用户审

美情感的媒介与物质手段，在使用过程中都能够对人

的生理以及心理产生重要的影响。好的设计应该不

只是满足功能，更需要激发出人积极的情感，让设计

与使用者建立情感联系[1]。现代的灯具设计，不仅仅

是简单的造型设计，设计师更要在设计中表达情感，

并将这种情感传达给使用者，使用户产生情感上的共

鸣，在灯具与人之间建立某种情感联系是产品人性化

设计的最终目标。这里从灯具设计的造型、颜色、材

质、使用方法4个方面，对灯具设计的情感化表达方法

进行了研究。

1 造型设计对灯具的情感化表达

由于灯具设计具有较大的设计空间和自由度，因

此，现代灯具的造型也多种多样。消费者在购买灯具

时，购买的不仅仅是商品本身，购买的更是一种令人

愉悦的形式、体验和自我认同[2]。根据消费者的年龄

结构，可以大体分为未成年人、成年人、老年人 3个使

用群体。不同的使用群体由于年龄的差别往往具有

不同的心理需求，因此，在灯具造型设计时要充分考

虑不同群体在心理情感上的诉求。

首先，针对未成年人的灯具设计，主要以可爱的

卡通形象或相对具象的事物为主，此类人群的身体和

心理情感等方面都处于发育期，对事物的认识处于感

性认识阶段，最直接的表达方式符合他们的心理与情

感需求，更容易使他们接受，针对此类人群设计的灯

具不必具有更深层次的隐喻造型含义。设计师以自

然界的花朵作为设计灵感设计的花朵灯，见图1，它是

一盏可以像花一样开启和关闭的吊灯，清晨，它可以

慢慢地自动打开用灯光把儿童叫醒，而到了晚上睡觉

时，它又会慢慢地闭合成一个花蕾。该灯在造型设计

上采用了儿童最熟悉的花朵形态作为造型，十分贴近

自然，使儿童从心理上自然地被它吸引，而且，使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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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趣味性也使儿童在情感上能够理解和接受。

其次，从成年人的角度看，成年人的心理已经完

全成熟，受自身的生活经历、教育、审美等要素的影

响，形成了各自的性格特点。在选择灯具时，有些人

个性张扬，喜欢造型趋于独特的灯具；有些人低调内

敛，喜欢选择低调、稳重的灯具造型；还有一些人乐观

浪漫，则对一些情趣化的灯具情有独钟。由此可看，

成年人不仅要求灯具造型设计美观，而且更要体现自身

的个人特性、社会地位、审美层次等更加深层方面的要

求，来满足自己内心世界的情感需求。书页灯见图2，它

是将书本裁剪后，360°展开拼合形成了一种漂亮的

立体造型，而光源隐藏在书脊中。当灯被点亮，光线

挣脱字里行间的束缚射出，仿佛让人置身于人类几千

年积淀的文化和历史中，具有非常独特的韵味。每当

使用这灯具时，总会让人想起从前读书的时光，一页

页的书纸展开，好像等待着使用者探究书中的秘密，

引起人的好奇心，而且，手中的书和灯中的书交相辉

映，更让人有种在知识的海洋里徜徉之感，让人在心

理和情感上都觉得无比的放松和满足。

最后，从老年用户的角度来说，经过岁月的洗礼，

更加趋向于追求生活上的安逸祥和、简朴、稳定。在

灯具的设计上避免使用过于奇异的造型，更加注重产

品的合理性。开关设计要简单合理，便于操作，易于

识别使用，灯光最好采用单色、柔和的光线，从而避免

对老年人造成视觉上的刺激，引起情绪的波动。此

外，灯具的造型设计可以从古典怀旧方面入手，通过

这种设计方式传达出来的情感让老年人在使用时可

以回忆起过去的生活，唤起从前的记忆，以达到一种

精神上的满足。烛台式台灯见图 3，球形的设计不仅

给人一种圆润完整的美感，而且在心理上使老年人产

生安全感，更加易于接受。台灯造型分上下两个半

圆，釉瓷制造的黑底，半透明白色釉面瓷覆在其上，黑

白颜色的结合类似中国的太极，起到了调和、静心的

目的，符合老年人的情感诉求。在黑夜中，灯具投射

的阴影和发出的独特光线，更让人想起以前生活中使

用的烛台，回忆起以前的一些往事。灯光虽然微弱但

很温暖，在黑暗中总会带给人希望，这种情感的表达

更体现了设计师对老年人在情感方面的寄托与心灵

上的关怀。

2 色彩选择对灯具的情感化表达

每种色彩带给人的情感各不相同 [3]，色彩与灯具

以及人的关系也是十分亲密的，色彩能够直接影响使

用者的心情以及对事物的看法。一些用户偏爱色彩

鲜艳、跳跃的大自然的原始色彩，这样的色彩运用会

让他们觉得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自然，让人觉得放松、

惬意。彩色花灯见图4，灯罩颜色采取渐变的效果，像

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开在太阳的光芒之下。作为

照明的工具，虽然它的光线不足以照亮整个房间，但

是它的光圈营造出来的氛围浪漫、大气却可以让用户

觉得十分的亲和自然。浅黄色的花朵灯给人阳光明

媚的感觉，让人仿佛在夜晚也能享受阳光驱走黑暗带

图1 花朵灯

Fig.1 Flower light

图2 书页灯

Fig.2 Pages lamp

图3 烛台式台灯

Fig.3 Candlestick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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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的不适，就像迎春花带着春天向人们走来；浅绿

色的灯如同一朵还藏在叶子里含苞欲放的百合，让人

觉得充满希望，好奇它盛开的样子；粉红色的花朵灯

就像是一朵玫瑰，充满着浓浓的浪漫情调，装点着人

们的生活。3种颜色带给人3种不同的感觉，同时采用

渐变颜色的效果，又透着一种柔和静谧之感，感染着

使用者的情绪，使人陶醉其中。

3 材质选择对灯具的情感化表达

质感是产品设计的重要要素之一，人们通过触觉

感知产品的粗糙与细腻，不同的质感带来不同的心理

感受[4]。材质的使用能突出产品的风格特征，对营造

设计文化氛围有着显著的作用[5]。例如，近年来水晶

灯具以其高贵大方的外形成为用户的热门选择，许多

用户选择这类灯具，主要是因为水晶晶莹剔透的质感

将周围环境衬托得熠熠生辉，不仅达到了照明的效

果，而且使用户从内心感到一种符合自身生活经历或

社会背景的优越感；金属材质通常给人冰冷的感觉，

一般在工厂或者医院等特定场所使用，达到镇定使用

者心情的作用，金属光亮的表面质感或者带有磨砂质

感的灯具还给人一种简洁明了的感觉，许多使用者选

择这种材质的灯具装饰，彰显了一种简约风格，体现

了自身的审美情趣。木质灯具从古代一直沿用到现

代，虽然在造型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带给人

的感觉却是十分相似的，不似金属质感之冰冷，也没

有水晶质感之华贵，却让使用者在使用时觉得十分的

亲切温暖，有沉稳、醇厚之感。这种自然的材质，相对

于其他材料，会让人觉得更加的安全,并且能够唤起人

们对自然的追忆，从整天面对的高楼林立的钢筋水泥

和金属眩光中找到一丝温暖，回归自然、保护自然、保

护心中的一片安详净土。许多人喜欢在安静之处摆放

一盏木质台灯，也许就是因为它能够让人觉得自然、平

和、温暖，北欧设计师非常钟情于用这种材质进行产品

的设计，这种设计能够更多地保留传统材料的工艺和

特征，设计出的产品传统而不保守，富有时代感而不张

扬，适用于多种的空间，木材这种材质温厚、质朴，色泽

与触感极有特点，易使人联想到家的温暖。PVC材质

因为易于成型，因此运用得非常广泛，利用它设计的灯

具所表达的情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非常直观地把使

用者的喜好或者想法传达出来。作为使用最为普遍的

玻璃灯具，光线通常比较直接，一般只在特别需要照明

的环境下使用，因为过于直接的照射会造成人内心的

慌乱，如果不是亮度特别需要，通常会根据用户的个人

爱好进行选择，或加上花纹装饰或者将表面磨砂，光线

中散发出一种柔和浪漫的感觉。

4 使用方法对灯具的情感化表达

知觉心理学家认为，在知觉过程中，人们会根据

自己以往对于同种事物的感觉和记忆，对产品进行行

为上的操作，对产品的使用情况不仅与使用者的视觉

知觉有关，还与使用者的生活经验、文化背景、知识、

经验等方面的积累有关。因此，关于使用方法的设计

对于用户同样重要。当人们使用灯具时更多的是出

于需求上的满足，进而激发出操作行为上的直觉反

应。从古至今，灯具的使用方式是有着突飞猛进的发

展变化的，从汉代的长信宫灯到现代的电灯，使用方

法也从用火点亮到使用电进行工作，最初的电灯开关

只是一根简单的拉绳控制着灯的亮灭，虽然现在壁式

开关已经普及，但仍有许多灯具基于用户的这种直觉

反应而进行产品的设计。对于用户来说，日常生活中

的无意识行为不会引起特别的关注，但作为设计师则

不然。直至现在，人们在遇到一根下垂的拉绳时，本

能反应还是会以为是开关，这种堪称经典的使用方法

已经运用到许多的设计之中。由此可见，使用方法对

使用者对产品的认知产生很大的影响。并影响到产

品的设计行为。现在的灯具设计为了在使用时更加

方便，产生了许多控制方式，例如声控、光控等。还有

些灯具可以调节高度、亮度、照明方向等，而这些使用

方式除了满足实际需要外，也考虑到了使用者情感方

面的需求。

用枪作为遥控器的灯具见图5，设计师将遥控器做

图4 彩色花朵灯

Fig.4 Colourful flower 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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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手枪形状，只要瞄准台灯，扣下钣机就可以实现开关

灯，灯罩也会随开关进行倾斜，好像被击中一样，使用

者在使用过程中也许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产生不同情感

的变化，也许是因为使用的趣味性带来精神上的一种

满足感和愉悦感，也许让人回忆起儿童时代和小朋友

一起玩耍时使用玩具枪击中物体时的快乐时光，也许

在生活不顺时使用它作为一种宣泄情绪的手段。但无

论怎样，设计师都把使用方法与人的情感变化联系起

来，满足了人们在使用灯具过程中的情感需要。

将用户的无意识行为转化为设计概念，有利于用

户在使用产品时“不假思索”，自然地领会设计师所要

表达的含义[6]。深泽直人设计过的一款带托盘的灯，

正是从无意识的使用方法来表达情感的最好例证，见

图 6。他把台灯的底座设计成一个托盘，托盘既可放

置钥匙或手机等物品，又可作为灯的开关，使用者在

夜晚回家后，顺手把钥匙丢进托盘，灯自然打开，在清

晨离家上班时，顺手拿起钥匙，灯又自然熄灭。台灯

成为一天的起点和终点，台灯虽小，但它却成为家的

一种象征，使人在情感上不知不觉对家有了一种新的

理解和认识，对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和归属

感。这种设计做得自然而又不着痕迹，使使用者在无

意识的使用过程中满足了情感的需求，设计师把使用

方法与情感需求结合得非常完美，体现出设计师对人

观察的细致和对人内心情感的关注。

5 结语

对于现代灯具设计，不仅要能满足用户的实际需

求，更应该考虑灯具带给人们的情感变化。造型、颜

色、材质、使用方法4个方面是灯具设计的4个重要因

素，在灯具设计过程中，把这4个因素与使用者的情感

进行紧密联系，体现使用者的情感需求，引起使用者

的情感共鸣，才能设计出一个真正的好的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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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手枪开关灯

Fig.5 Pistol switch light

图6 托盘灯

Fig.6 Tray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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