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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基于叙事设计的办公产品情趣化设计。方法方法 基于叙事设计原理，结合社会环境变

革与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分析了办公产品情趣化设计的必然性，将办公产品设计的叙事元素分解为

形态元素与功能元素，并将其逐一分析，提出了办公产品情趣化设计的途径是把叙事设计的立足点由

“物”转换到“事件”本身，同时注重使用者的体验感受。结论结论 从产品的形态、色彩、质感、功能与用户

体验5个内容出发，进行情趣化设计研究，以推动办公产品的设计更具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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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temperament design of office products based on the narrative design. Methods

Based on the narrative design principle，considering the change of social environment changes and people consumption

idea，it analyzed the necessity of temperament design of office products，made the narrative elements of office products

design decomposed into morphological element and functional elements，and made it one by one analysis，proposed the

approach for the temperament design of office products which was from the narrative design of the footing by the "objects"

to "events" itself，at the same time paid attention to the user′s experience pleasure. Conclusion Starting from five aspects

of the product shape，color，texture，function and experience，it made the temperament design research，to promote the design

of office products more hum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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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处于时代大转变时期，较之过去，现在

的受众更看重用户体验，崇尚工作学习中的精神愉

悦，办公产品的设计应从更具人性化的角度挖掘新的

设计思路。情趣化产品必将成为现今及未来设计市

场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领域。国外已出现许多富有

情趣的办公产品设计，而国内产品的情趣化才刚刚起

步，潜力十分巨大。

办公产品的设计如何在保证适用、高效的办公条

件下实现合理的情趣化，提高受众的工作质量，建立

便捷的办公环境，这些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实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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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化设计的道路上，考虑的因素与可借鉴的理论众

多，其中叙事设计不失为一条使产品功能明确化、人

机界面单纯化、视觉形象情感化、用户体验趣味化的

有效途径。

1 叙事设计的定义

叙事，顾名思义就是叙述故事。上世纪30年代

初，前苏联文学界提出并结合当时文学理论中的结构

主义，从而形成叙事学。叙事学主要研究所说故事的

内容与叙述方法，即“说什么”与“怎样说”。到了上世

纪70年代，叙事学扩散至文学以外，并于90年代扩展

到设计领域[1]。

叙事设计是将设计的对象、目的、限制等诸多因素

以叙事的方式重新整合，包括重新规定设计因素的联

系和位置，从而产生设计作品的一种设计方法[2]。叙事

设计既要落脚于产品现实的物质属性又要兼顾表达产

品的精神属性，即设计作品在使用的过程中不仅能满

足消费者所需要的物质功能，还能传达一定的情感。

设计作品像文学作品一样，通过叙述故事来感染、说服

消费者，使之成为该产品忠实的欣赏者与使用者。

2 办公产品中叙事设计情趣化的必然性

在叙事设计理念中，一件好的设计作品就像一场表

演，除了需要演员，更需要好的剧本，才能够吸引消费

者，情趣化倾向则不失为叙事的好方式。所谓情趣化倾

向是指设计物在造型、色彩、材质和功能上使人感到愉

快，能引发使用者的兴趣，并产生舒适、轻松的感觉。

办公产品中叙事设计情趣化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两点：

1）社会环境的变革。“形式追随功能”的机械化时

代已经被信息化时代所取代，电子产品的形态不再像

机械产品那般通过结构表达功能。每天面对电子产

品并重复程序化的操作，人们希望在传统压抑的办公

室内使用具有吸引力、能够打破沉闷氛围的办公产

品，从而使办公环境变得轻松、自由。

2）多元文化冲击下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消费

者的需求由原本的物理性能满足为主，逐渐转变为

更在乎使用过程的心理满足。越来越多的办公产品

设计采用愉悦的感性诉求手段来打动消费者，其设

计价值超越物质功能所提供的基本价值。英国设计

评论家Lorenz指出产品的软性诉求将成为顾客决定

购买的因素[3]。

3 办公产品设计的叙事元素

办公产品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主要包括桌椅、

沙发等办公家具，以及文具、灯具、电脑、打印机等办

公器具。它们充斥于办公环境中的各个角落，其设计

质量的好坏，与使用者的工作效率、身心健康程度密

切相关。

办公产品设计的叙事元素，按其性质可分为形态

元素与功能元素。

1）形态元素，指的是办公产品本身所具备的形、

色、质。它是叙事的道具，具有静态性，不经使用就能

感知。比如香港的“Kong Fu Kids”系列办公用品设

计，以一个摆出各种经典中国功夫招式的抽象白瓷小

人为主体，配合深棕色实木，做成书挡、CD架、胶带座

等办公用品，以积极向上的姿态在桌边案头陪着主人

通宵达旦努力工作。

2）功能元素，指的是办公产品在其使用过程中及

其生命周期内所表现出的功能特性与情感特点。它

是叙事的内容，具有动态性，必须接触并使用才能感

知，且在反复使用的过程中产生情感互动，从而使人

爱不释手。比如美国的“Pencil Sharpener Robot”机器

人卷笔刀，使用它卷铅笔的同时也是在给它上发条，

卷完铅笔后，机器人就可以在桌面上行走，所有的木

屑被储藏在机器人的脑袋里。该产品还专门设计了

一个手动发条，来满足使用者想看小机器人走路而不

用浪费铅笔的需求。

4 基于叙事设计的办公产品情趣化设计分析

办公产品中叙事设计的情趣化，主要可以通过两

个途径实现：

1）把叙事设计的立足点由“物”转换到“事件”本

身，从“为人造物”转向“为物叙事”[4]，使得不仅仅设计

“物”，更创造“事”。例如，设计通常所说的“笔”，如果

从“物”的角度出发，仅考虑写字、形态、手握、码放等

因素，那设计出的笔只能体现形、色、材方面的细微差

异。但“笔”的设计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人们记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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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若能考虑不同人在同一时间、地点记录的需要，或

同一人在不同时间、地点记录的需要，那么“笔”的定

义会被无限扩展。

2）注重使用者的愉悦体验。产品设计从幽默、游

戏、新奇、可爱以及注重意境等角度完善用户体验。使

得用户感受到这些信息，并带来身心的愉悦与放松[5]。

4.1 形态

对于产品形态展开的叙事设计，其目的在于使产

品的形态因素能够单纯、准确、生动地叙事。运用仿

生造型，则能更便于体现出办公产品设计的情趣化倾

向。在具体设计时，需通过产品外观的设计暗示产品

的内部结构，使得人机界面单纯，解除使用者对产品

操作上的理解困惑。产品的视觉形象会更加鲜明，更

具有象征意义与文化内涵。

从办公产品形态入手进行情趣化外观设计时，仿

生造型常采用直观象征手法或含蓄、隐喻手法。使用

直观象征手法制作的仿生灯具造型见图1，该设计模

仿狗的造型，将狗的体型、动作附加在灯具上，灯身和

灯罩的造型简洁、大方，甚至没有耳朵等细节，只靠着

那惟妙惟肖的蹲地、抬头仰望的姿态便可以让人一眼

认出它是小狗的形态。设计师将灯罩照射角度的调

整和小狗的姿态有机结合在一起，仿佛小狗正在静候

主人回家，显得非常生动可爱。

含蓄、隐喻手法则是形态概念隐而不显，让人产

生更多的联想。采用这种手法制作的仿生收纳工具

设计见图2，由5根软塑料构成，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只

长着10条腿的蜘蛛、螃蟹或树枝等一切可以想象得到

的事物。软塑料可以随意弯折，将之凹凸成合适的形

状，然后用来放眼镜、钱包、手表、戒指、名片等。

4.2 色彩

色彩往往给人的印象最强烈也最直接，对于设计

物而言，人们的第一印象里色彩所占比例最大。国际

流行色趋势的发布常常采用设计叙事的手法，不再按

照传统的方式直接发布世界各国的色彩提案，而是向

全世界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是一次撒哈拉

的历险，也可能是一次途经敦煌的拾零。叙事文本以

一种可视的、形象化的方式展开，如绘画、图像、影像，

甚至是一些实物[4]。这些素材可以被归纳为不同的时

尚元素，再通过不同的设计创意把它们演绎为具体的

产品样式。

在办公产品的设计中，色彩具有强烈的叙述情感

的能力，好比文学作品中的形容词，人们可以借助色

彩来调节周围的环境情绪。把握好色彩的美感形式，

为产品进行合理的配色往往能够唤醒消费者的购买

欲望，让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办公空间的设计中，往往空间环境的色彩倾

向会被控制在比较冷静、理性的调子里。一般情况

下，使用者想要通过活泼生动的色彩改变传统办公

空间的色彩环境时，会选择诸如收纳器具、水杯、

笔、靠包等小型办公用品。由此，在这些产品的设

计中选用较为鲜艳、对比度大的颜色，会使其更受

消费者欢迎。

4.3 材质

材质是叙事设计情趣化的物质载体，可以从视

觉、嗅觉、触觉等多方面调动人的感官。设计物与材

质密不可分。材质具有情感联动性，适当的材质选择

能使设计意图更淋漓尽致地被表达出来。例如木材

和布料等传统材质总会让人联想起温馨和舒适，而金

属和玻璃等现代材质则会令人产生浪漫和典雅的感

觉[6]。基于叙事设计的观点，选择办公产品的材料时，

首先需要从产品的功能与用途出发，思考与产品基本

功能最切合的材料；其次需要从原料特点出发，考虑

如何发挥材料的特殊属性，开拓新产品或产品的新功

能。健身教练的名片设计见图3，上面的文字紧密地

印刷在具有弹性的材料上，用手拉长之后才能看清具

体的信息，准确地传达了健身教练的职业特性——让

人变苗条。这种用特殊材料叙述出来的设计情趣，幽

默亲和，令人过目不忘。

图1 仿生灯具设计

Fig.1 The bionic design of

lamps and lanterns

图2 仿生收纳工具设计

Fig.2 The bionic receive

tool design

120



第35卷 第20期

4.4 功能

功能是办公产品叙事设计中的故事文本，对功能

的感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使用者去亲身实践，

并在互动中产生情趣体验。这个故事文本往往是某

种视觉主张或主题概念，通过设计产物作为媒介把它

传递到具体的产品上。将设计物件变成有生命力的

事件，增加使用者的情感体验。对现代人而言，当基

本物质需要被满足后，拥有独特的故事文本比拥有更

多的物件更为重要。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

所论述的，这满足了现代人物质观念的变化和需要层

次的提高。例如芬兰的设计师艾洛·阿尼奥在1963年

设计的Ball椅，见图4，外型是个球体，其内部被掏空，

放置着柔软的海绵与织物。当使用者坐在里面时，椅

子的球壁能阻隔周边环境，创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私密

的小空间。使用者还可以通过球椅基座的转轴，做出

360度的旋转，使得在拥有隐私的同时，亦能观察到座

椅的四周。这个设计适合在繁杂的公共办公环境中

使用，给有需要的工作人员一个安静的环境。

4.5 体验

体验是一种亲身感受，设计的可参与性越高，可

体验程度就越深，同时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就会越

大，用户的感受也就越强烈[7]。在办公产品设计上运

用叙事设计手法，其目的是创造一种特殊体验以吸引

受众关注，创造集视觉感知、实践感知、高参与度于一

体的事件[8]。社会发展到现在，很多受众选择设计产

物的目标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参与其中体验操作的

乐趣。诸多事实证明，现今这个非物质消费社会，人

们往往会把更多的关注与消费机会放在有丰富情趣

体验的产品上，参与其中感受乐趣[9]。比如，荷兰的玻

璃珠椅，椅面像一个矩形的浅水池，铺满了透明玻璃

珠，玻璃珠的上面放置着几个可活动的圆形座面。使

用者可以通过滑动座面自由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当座面滑动时，玻璃珠的碰撞声随着使用者移动的速

度发生改变，从而促使人们展开更多的情感交流，创

造更多温馨乐趣的体验。

5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发现办公产品的形态、色彩、材

质、功能、体验等内容在办公产品情趣化设计中是相

互依存，相互统一的。从叙事设计角度正确合理地运

用它们，能使设计师冷静地把设计中心从“物”转换到

“事件”本身，更加关注使用者的情感体验，使设计物

产生比其物质价值更高的符号价值，并增加使用时的

愉悦，增加人与物的互动，提高办公效率，提升办公产

品设计的市场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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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健身教练的名片设计

Fig.3 Fitness trainer name

card

图4 Ball 椅

Fig.4 Ball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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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起古国文明所赋予的使命。美的价值通过物品的

外在形式体现，而这种价值又受到地域、民族、共同心

理结构的制约。香炉这一凝结古人智慧和文化根源的

载体，包含着我国民族文化审美心理和琳琅满目的设

计样式。要使当今的设计长远地发展下去不能一味地

模仿国际，该思考是否应该从中西设计价值观的外在

关注转换到中国设计主体与时代、社会和民族间的内

在关注[10]。学习传统造物智慧，对传统文化追根溯源、

吸纳传承，才能使其成为设计学科扎根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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