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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旅游纪念品移情化设计的实现途径及方法。方法方法 阐述了产品设计中移情化设计的

概念及其再现性、互动性、人文性的内在特征，通过对旅游纪念品设计现存问题的分析以及移情化设

计与旅游纪念品设计内涵的对比，提出了旅游纪念品移情化设计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分别从

“说”、“做”、“想”3个方面展开了对旅游纪念品移情化设计实现途径的探索。结论结论 通过旅游地物与

景的再现，“说”出消费者所观所感；通过消费者的参与，“做”完最终的设计；通过旅游纪念品的意境表

现传递文化，关注消费者所“想”。同时，强调移情化设计在旅游纪念品中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的运用

要则，为旅游纪念品设计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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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way of the empathy design methods of tourist souvenirs. Methods It

represented the definition and the reproducibility，interactivity，humanity features of empathy design at first，then based on

the analysis to the problems of tourist souvenirs design and the comparison the connotation between empathy design and

tourist souvenirs design，obtained the necessity of empathy design for tourist souvenirs.On this basis，it explored the way of

the empathy design methods from saying，doing，thinking. Conclusion Saying the feeling of consumer by the reproduce

of tourist scenery；doing the project by the participation of consumer；thinking the way to transmit culture to consumer by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ourist souvenirs.Meanwhile，it emphasized the application principle of empathy design for tourist

souvenirs different for everyone and everywhere was to provide a new ways for tourist souvenir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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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物质的创造已经不再是人类创造的最

大难题，现代科技的发展，生产出满足使用功能的产

品越来越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满足功能的需求已经不是第一位

的。未来的走向是物质的创造需要通过产品满足人

的精神需求[1]。而移情化的设计正是从关怀消费者的

包 装 工 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第 35 卷 第16期

2014 年 08月94



第35卷 第16期

情感角度着手，将消费者的感悟、习惯、想象等感性感

受转移到产品设计中，使消费者在心理上产生认同

感。可见，移情化设计将成为工业设计发展的一个重

要方向。

1 移情化设计的定义

移情是精神分析学的用语，即主体在凝神观照

中，于不自觉的心态下，把自己的情感、心绪移注于对

象，在主客体高度契合交融中，由物我而达到合一的

境界，从而使对象生命化、情感化、人格化[2]。

在产品设计领域，移情主要作用于产品与消费者

之间，因此移情化设计就是设计师关怀消费者心理动

因。将特定的思想、感悟、方式融入形态、色彩、材质

等造型语言中，通过其综合表现的情感潜移默化地转

移给消费者，从而引起消费者心理的共鸣及情感的共

振，即通过移情化设计建立起产品与消费者间的无障

碍认知通道。

2 移情化设计的特征

今天的产品设计进入了一个设计的时代，设计者

应从传统的“为设计而设计”的概念转变为“以消费者

为中心”的设计概念[3]。移情化的设计正是配合这样

的时代要求应运而生，了解和掌握移情化设计的内在

特征，为设计师创造出能提供消费者愉快体验的产品

提供依据。

2.1 再现性

移情化设计中的再现性并不是对所见事物的简

单还原，而是指再现存在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视觉产

物，是对生活感性的认知和延展。H·G布洛克指出：

眼睛看到的永远不是物体本身的样子，而是从生物学

立场和所在的文化背景出发看到的样子[4]。也就是

说，人们在再现其所见的时候，就会将观看到的客观

事物与自身的主观感受、审美习惯、文化背景相融合，

阐述出渗透着主观态度的客观事物。

2.2 互动性

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

认为：“审美活动中的移情绝非‘单向外射’，而是一个

‘双向交流’的过程，我的情感固然投射到外物上去，

外物的特征也同时影响到我[5]”。基于人与产品交流

的移情化设计，互动性成为其内在的必然要求。随着

精神层面需求的不断提高，消费者越发的希望自己不

再是被动的受者，而是能与产品构建一种全新的关

系：主动思考继而进行主动参与，从而得到一种互动

式的全新体验。

2.3 人文性

移情化设计还需要设计师赋予触摸到的外形一

定的情感，而这一情感必须能打动消费者才能发生移

情作用，因此，与消费者的成长经历、情感触动、文化

背景等息息相关的人文因素就成为移情化设计的着

眼点。产品的移情化设计就是要将消费者所经历的、

感怀的、憧憬的物象通过产品展现出来，使其产生情

感认同，最终引起心理层面的共鸣。

3 旅游纪念品移情化设计的必要性

3.1 现有旅游纪念品设计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的各旅游地遍地可见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

品在售卖，但购买的消费者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是现有旅游纪念品层次分类较少，未能从不

同消费者的文化水平、审美要求、消费目的、旅行特点

等方面着手进行定位。其次，开发旅游纪念品时往往

都是简单地从当地特有材料、生产条件（大多建立在手

工业生产基础上）和常见物品类型出发进行设计和生

产[6]，未能深挖旅游地独有的文化、风情、人文、工艺等

方面内涵，塑造独一无二的纪念品。再有，旅游纪念品

更新周期较长，未能根据流行趋势进行定期的推陈出

新。最后，旅游纪念品多以装饰性的工艺品为主，设计

载体选择范围狭窄，未能找寻到消费者生活所需与旅

游纪念品的契合点，规划设计新型的旅游纪念品。

3.2 移情化设计与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内涵相契合

从旅游纪念品的概念来看，旅游纪念品是具有区

域文化特征和民族特色，富有长期纪念意义的产品[7]。

而旅游者购买旅游纪念品的原因主要是将旅游过程的

愉悦感受进行转移，从而使旅游纪念品成为旅游者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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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情感的心理需求品。相较于其他产品以功能为前提

的设计原则不同，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应从旅游者的心

理需求入手，将旅游者对于旅游地自然景物的感知及

人文特色的感叹等情感通过设计进行延续。而移情化

设计的本质就是从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入手，通过设计

传达一定的情绪与情感，从而引起消费者心理层面的

精神共鸣与反馈。移情化设计是赋予产品情感的重要

手段和途径，也是物与情进行联系的可行方法。

由此可见，移情化化设计与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内

涵相契合，因此在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中融入移情化设

计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4 移情化设计在旅游纪念品中的应用手法

旅游纪念品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味，而移情化设

计可以起到“情感移置”的作用，因此旅游纪念品的移

情化设计可以从“说”、“做”、“想”3个方面展开，给予

消费者亲近文化、体验文化、了解文化的过程，为旅游

纪念品的设计提供新的途径。

4.1 通过旅游地物与景的再现，“说”出消费者所观所感

旅游纪念品的设计要让旅游者产生移情，必须符

合其心理需要。众所周知，旅游者购买旅游纪念的主

要目的有二：一是记录旅游经历并留存纪念；二是作

为礼物进行馈赠。旅游者会购买一些浓缩当地特色

并耳熟能详的产品，如到四川旅游的游客，会选购以

熊猫为原型的旅游纪念品；到了苏州的旅游者，会选

择以园林为题材的旅游纪念品。可见旅游纪念品的

形象要与人的情感相联系，唤起人对旅游经历的某种

情感，这样才能打动人。与此同时，移情作用使旅游

经历给了旅游者对旅游地景物的情感。由此，在旅游

纪念品的设计中可以将旅游者所知的并具有当地特

色的物品或所亲身感知到的环境空间作为所移之情，

捕捉其经典特征作为设计原点，通过归纳、夸张、重

组、嫁接等设计手法，转化为具有神韵特色的造型语

言，使旅游纪念品再现旅游地的物与景，从而“说”出

消费者所观所感。

古诗有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可见音乐总与美酒交相辉映。例如，王茹、王莹和李

炜设计的《云隐乐非声》见图1，为展现昆曲文化所设

计的名为《云隐乐非声》的旅游纪念品，就提取琵琶头

部弦槽、弦轴、山口等部分的形态特征设计了一系列

的红酒开瓶器具。情于中，形于外，情与物相互交融，

浓缩了对昆曲的记忆，使旅游者产生情感上的认同。

4.2 通过消费者的参与，“做”完最终的设计

信息化时代的飞速发展，使人们觉得自己越来越

渺小，世界越来越不可控制，从而促使人们内心对外

物掌控的欲望也随之增强，因此产品的设计理念也由

产品为人到产品与人再到产品由人进行着转变。到

了产品由人的现代，人们对于互动参与的内心需求越

来越强烈并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而移情化设计本身

就具有互动性的设计特征。在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上，

这种移情的互动性主要表现在消费者使用过程中的

参与性上。消费者通过参与互动，完成了设计师与消

费者之间的情感交流。这种情感不是单向式的结果，

而是双方互动后的共同结果，成为联系紧密不容分割

的有机整体。

4.3 通过旅游纪念品的意境表现传递文化，关注消费

者所“想”

文化性是旅游纪念品设计的核心，是地域文化和

纪念价值的外在精神彰显，是对民族文化的积累、传

承和创新[8]，因此旅游纪念品在设计时还可以从人文

内涵入手，深挖经典故事、历史事件及文化背景等，最

终表现出艺术性的意境，将对其感情寄于物上实现移

情。意即主观的理念、感情，境不仅指客观物象，还包

括“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意境即是主观情感与“象

外之象”浑然一体的交融所产生的无穷意味[9]。设计

师要在旅游纪念品上体现意境性，必须借助移情化设

计，创造出情境交融的艺术感受。与此同时，由于意

境与不可见的抽象性文化底蕴相关联，虽有巨大的亲

和力但人们无法将其完整的定义并描述出来，而只可

意会不可言传。就如同叶绍翁所著的名句“春色满园

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就是通过墙外的一支红

杏，想象并展现了墙内满园的红杏，使情感表达得更

为典型而集中，因此可以借用特有的且具有象征意义

的特征来抒发情感，让旅游者能从部分联想到整体，

从而将自己的情感渗透其中。

陈凌云、张佳慧、曾惠娟、安莉和李云龙设计的《心

心相印》见图2，设计者将周庄古镇最具文化代表性的

双桥借助移情化设计成可分可合、桥影呼应的挂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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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云隐乐非声》

Fig.1 "Sound of Joy"

造型来诠释其爱情之桥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旅游纪

念品《心心相印》将历史赋予双桥的内隐性情感外显，

告知旅游者想要了解的隐藏在周庄表面景象下的历史

文化，为传播和推广周庄的地域文化提供途径。

5 移情化设计在旅游纪念品中的运用要则设计

一是因地而异。据调查，影响旅游纪念品购买的

重要因素依次为：特色（46%）、价格（32%）、品牌

（15%）、外观（7%）。应运用设计师独特而敏锐的设计

眼光就地取材，选取旅游地所特有的典型特色进行再

创作，避免选择多地雷同或是特色不鲜明的设计题

材，以致削弱了旅游纪念品对于旅游者的情感触动，

无法在第一时间满足旅游者的心理要求。

二是因人而异。消费人群不同则情感诉求也不

尽相同。在进行旅游纪念品设计时，避免设计的笼统

性，应对消费人群做详细的情感类别和情感层次的分

析，再进行针对性的移情化设计，做到有的放矢，从而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 结语

基于移情化的设计理念，旅游纪念品的设计才能

更好地满足旅游者精神层面的需要。这样的旅游纪

念品才能将其具象性与抽象性相统一、艺术性与互动

性相建构、物象性与意境性相融合，成为富含情感而

带有诗意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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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心心相印》

Fig.2 "Closer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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