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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情感化设计角度研究《闲情偶寄》中的家具设计理念。方法 阐述了情感化设计理念及其

3 个设计层面，即本能水平设计、行为水平设计和反思水平设计，并详细探讨了情感化设计理念在《闲

情偶寄》家具设计中的具体体现。结论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展现了具有情感的家具，不但具有实用

功能，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应当用新的设计理念重新解读，对于拓展和丰富当代家具设计理论、发展

和传承李渔的家具设计理念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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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niture Design of "Xian Qing Ou Ji" Based on Emotional Design 

CHEN Zhi-yu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3511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design, it explores the furniture design concept in "Xian Qing Ou Ji". It 

expounds the emotional design concept and its three levels, namely, the design of instinct level, behavior level and reflec-

tion level. And it explores the emotional design concept embodied in furniture design of "Xian Qing Ou Ji" from the three 

levels. LI Yu's furniture in the "Xian Qing Ou Ji" is not only to bring people practical function, but also to enjoy the 

beauty. The new design concept should be used to reinterpret Li Yu's furniture design concept, which has important prac-

tical significance for expanding and enriching contemporary furniture design theory, developing and inheriting the furni-

ture design concept of LI Yu's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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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情感化设计理念在设计领域迅猛发展。

关于家具的情感化设计的研究也颇多，情感化的家

具设计强调家具与使用者之间的情感交流，关注人

们在使用家具的过程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赋予家

具更多的精神内涵和情感因子。其实情感化设计在

古代的家具设计中早有涉及，以李渔的《闲情偶寄》

为例，不难发现李渔除了强调家具等各种器物的实

用好用之外，还一直强调各种器物与人之间的情感

关系。本研究以情感化设计理念为基础，对李渔《闲

情偶寄》中的家具设计进行解读，从本能水平的情

感设计、行为水平的情感设计及反思水平的情感设

计 3 个方面研究明清时期情感化设计在家具设计中

的具体体现。 

1  情感化设计理念 

现代社会中各种设计不但需要满足用户基本的

物质需求，还必须讲究情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使设

计更加符合人们情感需求，即设计要讲究情感化。情

感化设计是围绕人们体验产品而产生的一个设计理

念，即通过产品的造型、色彩、材料等各种设计元素

的合理设计及搭配，在保证产品使用安全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消费者的生理特征和心理诉求，使产品符合

使用者的情感需求，从而在消费者使用和欣赏产品的

过程中激发他们的联想，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获得内

心精神上的愉悦和情感需求上的满足。美国心理学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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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德·诺曼教授在《情感化设计》一书中探讨了人的

情感与产品设计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如何在设计中融

入人的情感问题，使物品既好用又好看。唐纳德·诺

曼教授在该书中将设计的情感需求满足分为 3 个水

平：本能水平的设计、行为水平的设计和反思水平的

设计。这 3 个水平相互影响，本能水平的设计主要侧

重于产品的外形；行为水平的设计更注重于功能，讲

究效用，强调人们在使用过程中的乐趣和效率；反思

水平则注重信息、文化以及产品的意义，强调自我形

象、个人满意度和记忆[1]。 

2  《闲情偶寄》家具设计中的情感化设计

理念 

李渔，号笠翁，明末清初才子，在《闲情偶寄》

中详细讨论了日常家具的设计，论述了诸多的艺术设

计理论，对很多日常生活家具进行发明创新，选材合

适，造型巧妙，功能多样化，贴近人们的生活，在现

代家具设计中仍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2.1  本能水平情感设计在《闲情偶寄》中的体现 

本能水平设计的基本原理来自人类本能，在人类

和自然共处的过程中，人类可以灵敏地接收到自然环

境中传递出的情感信号，这些信号是人的一种本能反

应，因此唐纳德·诺曼教授认为“本能水平的设计是大

自然所做的事情”。在本能水平设计中外观显得非常

重要，本能水平情感设计首先要满足用户对物品外观

的基本需求，要以视觉、触觉和听觉这些物理特征为

基本出发点，讲究物品的外形和形态、物理手感和材

料质地等方面，这些因素会使人类产生感官的直接反

应，这种反应是一种即刻的情感效果，在对其实际的

研究过程中就是要将具体的设计放在人们面前，等待

人们自然反应就可以了。人们在第一次接触优良的产

品时就会因为视觉感官的影响和刺激而留下深刻的

印象，因此本能水平设计中最重要的是要打动人心，

带给人们愉悦的感受[2]。人对产品外形的观察和感受

都是出自本能的，如果产品带给人的视觉感受符合本

能水平的思维，这件产品就更容易让人喜欢[3]。本能

水平情感设计是行为水平与反思水平情感设计的起

点和基础。 

本能水平的设计注重家具的外观设计，如通过家

具造型、色彩、材料等形式要素来体现，从而设计出

舒适美观的家具，这种视觉愉悦的家具产品不仅可以

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且还能激发人们使用家具的积

极性，调动愉悦的情感因子[4]。李渔在《闲情偶寄》

中探讨了家具和人之间的紧密关系，提出如果日常家

具样式和制作都非常精美，其实也相当于玩物，这是

外观所体现出的价值[5]。就连用来垫平桌案脚的小木

片即桌撒，李渔也做了详细分析，李渔提到桌撒“但

须如以油漆，勿露竹头木屑之本形，何也？一则使之

与桌同色，虽有若无”,“则知为有用之器而存之矣”。

桌撒涂上油漆，这样就让人知道这是有用的东西，而

且与桌子保持了色调的一致，可以营造统一的整体。

而在家具材质设计上，李渔提到“每登富荣之堂，见

其辉煌错落者星布棋列，此心未尝不动，亦未尝随见

随动，因其材美，而取材以制用者未尽善也”。材质

虽好，但是制作不够精细，这仍然是一种遗憾，而对

于贫民家里的家具，利用的是自然的材质，但是要将

其材质美表现出来，就需要对材质进行精心的处理，

使之“有哥窑冰裂之纹矣”。李渔深知材质会带给人视

觉和触觉上的不同感受，从而使人产生不同的生理和

心理感觉，材质经过精细处理后才能更好地表现材质

的本身美。如清代官帽椅（见图 1）造型简练，用材

粗硕，讲究材料的纹理。李渔的这些理论与实践均是

本能水平情感设计的体现，在现代家具设计中仍然有

很高的价值。如曲美“我爱瑜伽”家具系列（见图 2），

设计师将瑜伽的精神和概念引入到家具设计中，通过

“曲木”材料的弯曲造型，使人本能的感受到一种力

量、平衡及柔性美。 

   

图 1  清代官帽椅 
Fig.1 Qing dynasty Guanmao chair 

 

图 2  曲美“我爱瑜伽”家具 
Fig.2 Qu Mei "I love yoga"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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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行为水平情感设计在《闲情偶寄》中的体现 

行为水平设计最重要的是性能问题，即功能是首

要的，行为水平设计的出发点就是效用。优秀的行为

水平主要表现在功能、易懂性、可用性和物理感觉 4

个方面。行为水平与产品的效用以及使用产品的感受

有关，一种物品在满足了使用的同时，而且能够在使

用过程中让人体会到乐趣，就会导致积极热烈的情

感。成功的行为水平设计是以人为中心，将重点放在

理解和满足真实使用事物的人的需要上，从而考虑行

为水平的设计应该做些什么，理解人们的需求，实现

事物的功能价值。当然，行为水平的设计不是孤立思

考的，在本能水平的设计时就必须同时考虑行为水平

的设计，这样的设计才会激发人们的情感反应，同时

为后续反思水平的情感设计起到作用。 

《闲情偶寄》一书充满了李渔的创新思想，在设

计家具时“皆极新、极异”。但李渔不是为创新求异而

创新求异。“无一不轨于正道”是李渔遵守的基本原则

和规范，所谓“轨于正道”，是指其创新求异的出发点

和归属都是为了使各种家具更好用、更美观，同时也

更节俭省力，因此创新设计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有

益于人们的生活，即所谓的“须新之有道，异之有方。

有道有方，总期不失情理之正。”李渔在家具设计中

的一系列“轨于正道”的创新设计向我们展示真正好

用的家具应该是什么样的。 

“人无贵贱，家无贫富，饮食器皿，皆所必需”。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首先就指出了家具是人类生存

的必需产品，日常生活中少不了这些普通的日常用

品，因此对任何家具来讲，“务使人人可备，家家可

用。”李渔为大众设计的思想以及注重造物实用性的

设计理念和实践，最终是为了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皆

可备用[6]。李渔强调了家具可用性的重要性，任何设

计要以实用为原则，设计要“计万全而筹尽适”、设计

结果要“讯其适用与否”。设计应从人的情感需求出

发，考虑如何拉近人与家具之间的距离，将功能与人

的情感合理结合，使家具与情感产生共鸣，让人们体

会到物质需求之上的愉悦[7]。在《闲情偶寄》中李渔

的家具设计就是以人为中心，围绕人的需求与适用展

开，以暖椅（见图 3）和凉杌为例，暖椅的巧妙之处

在于其脚踏之处安装一个金属抽屉，在抽屉中放入炭

火和香料，这样就解决了冬天取暖的问题；又加了香

料同时香气四溢，起到了净化居室环境的作用，即“既

可倚靠暂歇、饮食就餐，又可游山访友、受衣暖身”。

而为了在夏季让人觉得凉爽，李渔还发明了凉杌，“杌

面必空其中，有如方匣……先汲凉水贮杌内……其冷

如冰”，这样就使室内有效降温。暖椅和凉杌是李渔

根据人体对温度的不同需求而设计，可见李渔非常重

视家具对人体感知和需求的适应，讲究人们使用的舒

适性[8]。李渔充分考虑人们的使用需求，这种设计理

念在在现代小户型居室空间的家具设计中更值得提

倡，某小户型多功能家具设计（见图 4），将转角沙

发展开就变成了一张舒适的双人床，旁边的转角部分

不仅可以收纳物品，还可以充当临时边桌，该家具充

分考虑到空间的大小与人们的行为需求。 

 

图 3  暖椅 
Fig.3 Warm chair  

   

图 4  多功能家具 
Fig.4 Multifunctional furniture 

2.3  反思水平情感设计在《闲情偶寄》中的体现 

反思水平是在本能水平和行为水平情感基础上

产生的，是存在认知、意识、情绪和情感的最高水平，

是最高层次的情感需求满足。只有在反思水平才能体

验到情感和思维的潜在影响。本能水平和行为水平关

注的是现在的、即刻的情感和感受，反思水平则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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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抽象。若本能水平的设计在于外形，行为水平的

设计在于性能，两个是比较物质化的概念，反思水平

的设计则在于人们的记忆、情感、满意度，需要引起

人们思考。反思水平会随着文化、经验和个人差异的

变化而变化。反思水平讲究设计是否可以引起个人的

记忆和情感等，涵括了广泛的领域信息、情感、文化、

意识以及事物效能的意义等，也会随着人们的思想意

识、文化状况、人生经验和情感体验等因素而变化。

反思水平的设计是真正打动人们内心世界的设计，只

有在反思水平上才能感受到情感和思维的全部潜在

影响力。 

李渔在设计上除了“轨于正道”外，还追求“新奇

大雅”，李渔强调要用心生活，要创造和体验新奇生

活最终又能娱情、养心，实现心境的超越[9]。现代心

理学研究证明，通过嗅觉符号的导入可以促成记忆符

号的识别，从而将使用情境的体验符号引入设计有助

于记忆场景的再现，使得记忆的再体验形象生动[10]。

为了能在睡觉时也能闻到花的芳香，李渔提出“床令

生花”的设计方法（见图 5），即在床帐之内设计一

个放置花卉的托板，有了这个托板后，“日则与之同

堂，夜则携之共寝。”在介绍完这一奇思妙想之后，

李渔还谈到“床令生花”之后获得的身体和精神的双

重审美体验，用李渔的话就是“若是，则身非身也，

蝶也，飞眠宿食尽在花间；人非人也，仙也，行起坐

卧无非乐境。”而后，李渔谈到了他自己的亲身体验

及享受：“予尝于梦酣睡足、将觉未觉之时，忽嗅蜡

梅之香，咽喉齿颊尽带幽芬，似从脏腑中出，不觉身

轻欲举，谓此身必不复在人间世矣。”“床令生花”是

李渔对大自然的向往之情在家具设计中的反映，从中

可以看到李渔的闲情逸致和对于自然的挚爱。在城市 

    

图 5  床令生花 
Fig.5 Bed flowers       

生活及家居生活中寻找与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这是李

渔审美追求的内在动力[11]。通过家具让使用者产生情

感上的联想和想象，传达出极致的的审美体验，是设

计的最高境界，即反思水平情感的体现。在现代居室

空间中重视绿植花艺的布置也是人们寻找与自然协

调的一种方式的体现（见图 6）。 

 

图 6  室内绿化 
Fig.6 Indoor greening 

3  总结 

唐纳德·诺曼教授所阐述的情感化设计的 3 种水

平是相互影响的，多数情况下是“本能—行为—反思”

的递进关系的思维过程，也有少数情况下是颠倒进行

的，这是依照不同事物而进行的适当改变。不过，合

理依照这 3 个层次进行设计很大程度上可以保证最

终的设计是吸引人的、令人愉快的、长久保留的。家

具是生活的必需品，在家具设计中融入感情，把这种

感情传递给受众者，是一个必然的趋势[12]。《闲情偶

寄》中的家具设计理念体现了追求实用性的目的，还

追求在平常生活中融入艺术与文化的审美内涵，既追

求物质享受，也追求精神享受，既讲究符合适用需要，

也讲究适于消闲娱乐、怡情养性，讲究的是充满闲情

逸致的生活方式。李渔的家具设计实践和设计思想是

中国设计史的一笔宝贵财富，设计师应当站在更高的

理论体系上看待李渔的设计理念，重新审视李渔的设

计理论价值并归纳出其优秀的设计思想，在新的设计

理论驱动下，吸取其设计理念精华并融会贯通，使其

服务于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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