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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审美心理角度对现代主义设计大师阿尔瓦·阿尔托家具设计理念进行探讨。方法 将审美

心理学导入阿尔托家具设计，结合实例从审美心理的认知过程、美的存在形式等基本概念，对其设计理

念进行分析。结论 阿尔托家具设计遵循情感和人性化，强调人与产品交互过程中所形成的舒适、趣味

等主体性心理感受。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阿尔瓦·阿尔托的设计美学，并希望对现阶段中国设计面临的

审美和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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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furniture design philosophy of Alvar Aalto, a modernist design master,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aesthetic psychology. Based on the study of Aalto's furniture design from the aesthetic psychology, it analyzes 

the design concept from the basic concepts such as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aesthetic psychology and the form of beauty. 

Aalto's furniture design follows the emotion and humanization, emphasizing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such as comfort and 

interest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products. On this basis, it attempts to sum up his design 

aesthetics, and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aesthetic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esign 

at this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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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70 年代，享誉国际的现代

主义设计大师阿尔瓦·阿尔托设计了许多家具产品，

这些系列产品不仅符合人机工程学中人—机—环境

的系统要求，而且满足了情感设计中对受众生理和心

理层面的关照，完全体现出了设计审美心理学的情感

设计策略：产品设计以美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传播审

美信息，满足、激起和发展消费者的审美需要，并促

使审美需要变成消费需要[1]。当现代主义设计冰冷的

几何语言大行其道之时，阿尔托在情感化和人性化设

计的受众审美心理层面取得如此突破完全是一种创

新。无论是创造还是欣赏，艺术与心理活动都密不可

分，因而它与心理学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 [2]。阿尔

瓦·阿尔托设计能深入人心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他切

实地、全面地通过设计，将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

沉积和发展起来的审美心理唤醒。阿尔托从审美心理

特征出发对现代主义设计运动进行改良，并在北欧推

动了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发展，其人性化、地域化的

设计思想使得现代主义设计在注重功能性的同时，又

考虑到使用者的心理需求，强调人与产品交互过程中

所形成的诸如安全、方便、舒适等主体性心理感受。

从审美心理学视域去研究和阐释阿尔托家具设计，有

利于对他的设计思想进行归纳和总结，并能拓展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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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设计思维方式，从而促进中国现代设计理念

探索。 

1  审美心理视域下的阿尔托家具设计研究

方法 

设计审美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心理基础、感

性形态、观念意识、情感、意志和创造力相互作用，

构成了设计审美心理的主要内容[1]。审美心理学是研

究和阐释人类在审美过程中心理活动规律的心理学

分支。所谓审美主要是指美感的产生和体验，而心里

活动则指人的知、情、意[2]。人类从事审美活动的客体

对象广泛，既可以是人类创造之物，又可以是自然界

本身，还可以来自人类内心世界的想象。人类有目的

性的审美活动，设计活动过程体现了人类主观审美观

念、审美趣味变化的过程，同时审美心理对设计具有

重要的指导性和影响力[3]。 

审美心理不仅是一种感觉，它是人类通过实践所

塑造出来的内在的精神成果，是人类审美文化在个体

生命中的感性认识，是包含了人类历史、文化和感情，

有着深刻内涵的心理形式。在现实生活中美的主要存

在形式有：社会美、自然美、形式美、艺术美[1]。美存

在的形式与意义见表 1，这些美的存在形式有着不同的

内容和含义。美的形式多样，在创造美的过程中体现了

人的主观能动性。美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生活的本质有

着密切联系。追溯历史，现代主义设计兴起之初的唯

功能化，抹杀了人类内心对美的渴望与追求，在日后

遭到来自设计界的疯狂抨击其漠视受众生理和心理

的体验。设计师们逐渐认到：工业化时代，设计关注

的重点是通过更好的物理设计、合理的尺度、质感及造

型，以改进人与机器接触时对人的友好反馈，让工业文

明的成果为更多的人所享用[4]。这些美的形式都体现在

阿尔托设计理念中，通过分析阿尔托家具设计实例中这

些美的存在形式，可以进一步认识阿尔托设计。 

表 1  美存在的形式与意义 
Tab.1 Form and meaning of beauty existence 

美存在形式 内容 意义 

社会美 生活的方方面面，积极

的生活形象，生活本身

所固有的。 

体现了不同的社会形

式，人的自由创造。

自然美 自然事物本身，人类与

自然联系日益密切。 

人类物质生活对象；

人类精神生活对象。

形式美 既包含生活的方方面面

，又包含自然中各种形

式因素。 

各种形式因素有规律

的组合，人类在长期

实践的创造 

艺术美 艺术作品的美，艺术家

的创造性劳动成果。 

来源于生活，生活推

动了艺术家技巧的发

展。 

阿尔瓦·阿尔托家具设计的审美心理研究见图 1，

根据审美心理特点以阿尔托家具设计为例，从媒介表

达、内容形式、受众体验 3 个方面对其设计思想展开

探讨。 

 
图 1  阿尔瓦·阿尔托家具设计的审美心理研究 

Fig.1 Alvar Aalto's furniture design aesthetic psychology 
research methods 

2  审美心理在阿尔托家具设计中的体现 

在阿尔托坚持创新和探索下，他的家具设计理念

完全不同于冷漠、呆板、缺乏人情味气质的功能主义

设计，从点、线、面、色彩、肌理等基本构成元素组

合出发，对使用者生理、心理体验的适度把握与审美

心理特征形成耦合。 

2.1  造型艺术 

空间形态特征是审美经验创造媒介系统的一个

重要内容。据格式塔心理学家用视觉规律证明，人们

对于结构的情感具有一种趋向“良好”的应力，比如整

体律、简洁律、恒常律等。另一种是破坏整体的应力，

它总是试图打破整体的结构[1]。良好的整体结构使人

本能地感觉到愉悦、舒适、轻松和平静，形成一种平

衡，而打破这种平衡则能形成特别的刺激，吸引人的

注意力。 

20 世纪 20 年代，阿尔托与妻子阿诺·马塞奥在层

压胶合技术制作曲木家具方面获得了重突破，他们使

用本土桦木，运用有机形态进行了木材弯曲试验，这

项持续 5 年的试验，最终使阿尔托得以设计出一系列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椅子。受到包豪斯的马塞尔·布劳

耶用钢管制作瓦西里椅的启发，1931 年阿尔托设计

的“帕米欧”扶手椅，见图 2，构造上从人机工程学考

虑，采用了胶合板热压成为座椅与靠背，构造上突破

了现代主义冷漠的几何形式，采用了动感曲线[5]，在

当时设计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他通过对尺度、形态、

比例及空间的层次关系和对人的心理体验的把握，采

用了代表有机的曲线造型，改变了直线的机械造型，

令人产生亲切感。椅子的自由曲线造型，学界认为阿

尔托灵感来源于应该来自于芬兰蜿蜒曲折的湖岸线，

对人更有吸引力，因为它有很强的地域性，自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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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帕米欧椅 
Fig.2 Pamio chair 

富有生活气息，创造的空间有节奏、有韵律和美感。 

2.2  色彩运用 

前文所述阿尔托为帕米欧疗肺结核养院设计的

帕米欧椅采用扶手为木纹本色，椅背有黑、白两色，

芬兰人喜欢黑色，而白色是所有颜色的综合体显得

高尚，椅子整体显得自然、亲切，完全服务于医疗

空间的主题，使空间获得情感。色彩给人的感受是

极强的，不同的色彩和色彩组合都会给人带来不同

的感受。阿尔托深谙家具的色彩在室内空间的意境

的形成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考虑到了环境色对建筑

的影响。文中根据帕米欧肺结核疗养院室内环境提

取色彩，见表 2，其色彩设计符合医疗空间色彩搭配

可分为 3 个层次，即医院主体色彩设计、陪衬色彩

设计和活跃的点 色彩设计[6]。人们对色彩的感受还

受到时代、社会、文化、地区与生活方式、生活习

俗的影响。疗养院的色彩以主体白为主，在芬兰日

照较少，以白色为主体增加环境明亮氛围，再辅以

红色的热烈、橙色的温暖、绿色的清新等，同时以

多数芬兰人喜爱的黑色等为点 ，满足患者特殊的

审美心理。 

表 2  家具设施作为点缀色彩的意义 
Tab.2 Significance of furniture facilities as decorative colors 

医院环境色彩层次 环境位置 色彩提取 产生效果 

主体色彩 室外空间 

 

 
白  玫瑰红  绿   橙 

运用面积最大、占主导地的

色彩，色彩明快，会让患者

产生和谐与自然的感受。

陪衬色彩 室内空间 

 

 
白    橙    绿 

控制色彩的总体效果，产生

一种统一而有变化的整体

效果。 

点 色彩 家具设施 

 

 
白    橙    黑 

室内环境色彩的点睛之笔，

空间有层次，统一中有对比

。 

 

2.3  天然材质 

在现代主义设计的影响下，钢管材料由于质量

轻、延展性强受到欧洲家具设计界的酷爱，但是带

给人心理感觉却是冷漠、没有温度的形象。阿尔托

体会到在芬兰这样日照时间短且气候寒冷的国度来

说，让人们长时间在室内于钢管家具相处是不人性

的。如果采用木材作为家具设计原材料则与钢管截

然不同，能给人以身里上的舒适和心理上温暖，同

时芬兰本身也是木材产量丰富的国度，因此阿尔托

因地制宜，将设计重心放在了对木质家具的研究和

创新上。阿尔托对木材的喜爱绝非偶然。首先因为

芬兰盛产桦木，生长于斯的阿尔托自幼便受到繁盛

森林的吸引，正如吉迪恩所言：阿尔托生来就注定

要用新的眼光去发掘木材的使用[7]；其次受到国际先

锋人士格罗皮乌斯、赖特、阿斯普隆德等设计精英

的影响，意识到现代主义设计材料运用的局限。阿

尔托充分发挥木材的自然属性，巧妙地将木材的温

暖感和生命感特征融入到设计作品之中，同时将有

机造型与木材结合创造出回归大自然、朴素优雅的

曲木胶合板家具、弯木家具、悬臂椅子。阿尔托木

质家具系列见表 3，这些家具受到人们的青睐，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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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依然畅销不衰。 

表 3  阿尔托木质家具系列 
Tab.3 Aalto wooden furniture series 

曲木胶合板茶几 悬臂椅 弯木家具 

  

3  受众审美心理需要 

在对设计心理的研究中，审美心理具有普遍一些

特征是：自觉性、独特性、普遍性[1]。受众的审美应

该是快乐、体验、动态的审美方式，而现代主义设计

却忽视了这种审美心理特征，走向极端功能化，阿尔

托的设计促使审美心理重新回归正确的发展轨道。 

3.1  自觉性 

审美心理的自觉性是指受众都具有审美意识，这

种审美意识既受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又受到主体

目的性的影响，体现在审美和创造美的过程中，主体

会自觉寻找、选择适应这些需要的审美对象，自觉地

调动记忆中的信息和经验，从而丰富审美体验。 

3.2  独创性 

审美创造是独特的思维活动，雷同、模仿、近似

都是审美创造所排斥的对象[3]。因为设计审美的主体

是人，所以审美创造的产生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例如

记忆与成长背景差异、年龄、习俗、性别、职业、民

族、地域等。审美创造还受到审美经验、传承方式、

审美途径等因素的影响。 

3.3  普遍性 

审美心理虽然有差异，但本质上都是从审美目的

出发，在面对同一客观对象时会产生普遍的、相似的

审美感受，而且审美经验是人类的文化珍宝[3]。不同

地域、不同民族的受众可以通过审美活动进行相互交

流。 

4  阿尔托设计理念 

设计情感特指与人造物的设计相关的人类情感

体验，它包含了一切人与物交互过程中因人造物设

计而带来的情感体验[8]。在现代主义设计浪潮将人们

的审美心理推向极端功能化的时代，阿尔托家具设

计以人性化、情感化的设计理念重新诠释了设计审

美心理。人作为家具的使用者，对家具设计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因此更应该重视它与使用者之间的情

感交流[9]。 

4.1  人性化设计 

阿尔托设计的帕米欧扶手椅，实际上是对马塞

尔·布劳耶设计的瓦西里椅子的回应，只是前者是以

钢管和皮革为材料，阿尔托使用的材料是芬兰本土的

白桦木，采用了层压胶合技术。椅背由一块弯曲成型

的胶合板制作，考虑到结核病人呼吸的坐姿，阿尔托

通过模拟测试将座背之间的夹角最终设为 110°，把胶

合板弯曲后的两端固定在木质横杆上，这样让椅子富

有弹性，木材的质感和温情的曲线更让患者坐上去后

有种被抱起的温暖。同时帕米欧椅以两根闭合的弯木

取代了一般椅子 4 条腿，它们之间用木板作为支撑，

椅子更稳固并具有装饰意味，椅子的扶手尺寸经过试

验，符合人体工程学，使得就坐的患者手部能够轻松

贴合并能放松身心。 

4.2  地域性设计 

在家具设计方面，阿尔托热衷于使用芬兰的桦

木，同时在他的设计形式中，他也乐于从本土的波浪

和蜿蜒的湖泊岸堤提取的自由曲线等有机形式，因此

他的家具设计充满了地域性和之情感性，让人一目了

然。设计体现地域性时，一定要和当地的整体文化、

地域特征相符合，在造型、色彩、民俗等方面要适合

当地的审美和习惯，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地域性[10]。

阿尔托将地域性融入设计表达之中，使设计不再千篇

一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想。 

4.3  有机主义思想 

形的仿生是对动植物甚至是微生物的形态、结构、

材料、组织等方面的模仿，在家具设计中常用的是对

形态的模仿，力图达到与其的形、神、意相契合[11]。

阿尔托有机设计的内涵是利用自然的元素来解决现

代主义设计中非人性化和冷漠化的问题，从而达到一

种平衡。阿尔托认为自然界、生物学在造型方面丰富

多彩，它以同样的构造，同样的物质和同样的细胞结

构原理创造出亿万种组合，每种组合都表现出特定的

高级形式，设计不要和其他生物体分地区分开，否则

就很难融入环境，缺乏人情味。阿尔托对于有机形态

的运用，起了人们对于自然和有机形态的重视。阿尔

托还是“有机设计”的开拓者，对当今的生态设计、绿

色设计都有所启发。  

5  结语 

阿尔瓦·阿尔托从人的审美心理角度用人性化、

地域化、有机主义思想重新诠释了设计的涵义，他的

家具设计以美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传播着审美信息，

满足和激发了受众的审美需要，并促使现代主义设计



20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8 月 

 

不断变革。探讨阿尔瓦·阿尔托设计对审美心理特征

的把握，有利于促进的现阶段中国的设计面临的审美

和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同时为人们了解现代主义设计

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也为理解当时的设计思潮以

及设计演变的背景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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