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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消费者触觉体验与记忆的地方特色餐具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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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消费者触觉体验与记忆视角出发，探究地方特色餐具设计，以此提升地方特色餐具的营

销力和品牌竞争力。方法 以人脑的触觉识别为研究起点，以记忆的形成过程为研究思路，采取递进的

研究方法，构思地方特色餐具设计，以此增强消费者的触觉记忆。结论 触觉是一种感官营销战略，消

费者对地方特色餐具的触觉体验与记忆，关系到他们对地方特色餐饮的品牌认知和态度，最终将影响地

方特色餐饮的发展和品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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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Tableware Design Based on the Consumer Tactile  

Experience and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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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zhihua University, Panzhihua 61700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local specialty tableware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 tactile experience and 

memory, enhance the consumer's tactile memory in these way of the marketing force and brand competitiveness of local 

dishes are improved. It adopts the method of using the tactile recognition of the human brai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ake the 

memory formation process as the train of thought, design the local tableware with progressive methods. Touch is a kind of 

marketing strategy of the senses. The tactile experience and memory of consumers about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table-

ware is related to the brand awareness, attitudes of consumers for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 catering, eventually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haracteristic catering and brand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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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地方特色餐饮呈跨区域发展的趋势，连锁

店与加盟店在全国随处可见[1]。通过对地方特色餐具

的观察和比较，可以发现其同质化和特色度不够的现

象极为普遍，并已经影响到其餐饮的品牌传播。作为

与消费者亲密接触的触觉器具，地方特色餐具俨然是

一种触觉媒介，承载着地方特色餐饮与文化等众多信

息，消费者通过触感可获得关于地方特色餐饮的品牌

认知。因此，在地方特色餐饮的品牌传播和跨区域发

展中，地方特色餐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地方特色餐具与触觉的关系 

餐具是指用于分发或摄取食物的器皿和用具[2]。

触觉是指分布于人们皮肤上的感受器，它会在外界的

温度、湿度、压力、振动等刺激下，引起的冷热、润

燥、软硬、压力、痛觉、振动觉等反应[3]。从餐具的

使用过程来看，消费者对地方特色餐具的认知主要来

源于视觉和触觉，视觉一般是用来感知地方特色餐具

的形态和色彩，触觉则是从使用功能及人体工学等角

度，通过手、嘴等接触部位的微妙触碰来感知地方特

色餐具与消费者的匹配度，如造型、质感和温度等。

触觉不仅是人的重要感官机能之一，同时也是艺术的

重要感官需要，人类对世界的第一认知就源自触摸。

地方特色餐具承载着地方特色餐饮与文化等众多信

息，例如邱意之在《现代川菜餐具之“道器”设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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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强调，餐具应遵循亦道亦器、融道器为一体的原则，

对于川菜餐具则应体现川菜餐饮文化的精神以及巴

蜀的文化内涵。付小平在《藏礼于器——中国餐具的

礼仪教化功能研究》指出，餐饮器具所包含的并不仅

是技术进步和实用功能等形而下的内容 , 还包含着

使用者的理想、道德乃至社会秩序、人生价值等诸多

形而上的内容，因此，消费者能借助视觉和触觉感知

其中包含的信息，从而获得对地方特色餐具的认知和

评价[4]。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 人类的饮食方式和所

使用的餐饮器具的演进史 , 实质上就是人类生存状

态和文明程度的演进史[5]。由此可见，餐具是一种信

息载体和触觉媒介，承载着相当丰富的信息，这正是

地方特色餐具触觉体验与记忆研究的价值所在。 

2  地方特色餐具的触觉设计思路 

触觉是一种感官营销战略，感官营销战略的前提

是消费者的身体感官体验能够深刻地影响认知，即强

调人们对物理世界的感知会影响他们的认知、态度、

情绪和社会判断 [6]。地方特色餐具借助其特色的形

态、材质、肌理和饮食方式等，给予消费者与众不同

的触觉体验，促使消费者产生与此相关的触觉记忆，

从而影响消费者对地方特色餐饮品牌的认知和判断，

达到品牌传播的目的。 

2.1  基于地域文化营造特色化触觉体验 

在我国，地域文化是指特定区域的源远流长、独

具特色、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是特定区域的生态、

民俗、传统和习惯，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

融合，具有独特性[7]。地方特色餐饮作为地域文化的

特点和要素，为消费者提供的不只是味觉体验，还有

包含“道器”等众多文化的综合体验。北京电通副总经

理李西沙在 2015 年秋季营销趋势的论坛上说：“这是

一个体验被尊重的时代。”好的传播价值一定来自于

好的内容体验，好的内容会激发消费者的好奇心、兴

奋感、情感触动等。良好的品牌体验，会激励消费者

自己去传播，为品牌赢取认同感和被尊重感[8]。从认

识论上看，体验是一种认识方式，在感知过程中，体

验主体不只是作为独立于客体而存在的另一物，而是

把自己变为体验的对象，并从中亲自获取各种有关体

验对象的相关信息。心理学上的体验常常与情感紧密

相联，不仅有因外在感受而引起的情绪、情感体验，

还括在外部情境的刺激下带来的内心世界的活动，即

在体验过程中，不仅能输入外在的客体信息，还能“激

活”内在已有的信息，形成活动状态。由此可见，消

费者对于地方特色餐具的触觉体验并非单纯的外在

感受，而是包含复杂的互动行为，带有主观性、亲历

性、共享性等多种特性。因此，地方特色餐具设计应

基于地域文化营造特色化的触觉体验，通过触觉体验

改变消费者的认知方式，从而达到文化交流和品牌传

播的目的。去过大凉山彝族地区的人都知道，彝家人

吃饭时不用桌椅，也不用刀叉和筷子，而是习惯使用

马勺子，见图 1。原因在于这种木质器皿导热性差，

具有不烫手、不烫嘴等优点。以簸箕盛饭、以木盆盛

汤、用高脚木酒杯饮酒，结合彝族“先汤后饭再肉” 的

传统用餐方式[9]，令消费者初次体验便对彝族风俗和

礼仪毕生难忘。彝族餐具是彝族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

的产物，是木器和漆器工艺的完美结合，追溯古代则

分为皮制漆器和木制漆器两大类。彝族漆器工艺采用

土漆、银朱、石黄等珍贵的天然原料，以传统的手工

技艺，经割漆与制漆、胎骨选择与处理、横旋木胎、

上色与彩绘等数十道工序精制而成，无毒、无害、无

味，不脱漆并且经久耐用。以彝族漆器餐具中造型风

格突出的鹰爪杯为例，其胎骨直接取材于鹰爪的真实

形态和皮毛质感，鹰爪见图 2。在消费者体验鹰爪杯

时难免对其纯朴、尚武、好勇的民族气质心生敬畏[10]，

从而影响消费者对彝族特色餐饮的判断和评价，达到

品牌认知的目的。鹰爪酒杯见图 3。 

2.2  融入地方特色符号以增强消费者的触觉记忆 

记忆是人脑对其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

现或再认[11]。地方特色餐具与消费者的相遇即为与消

费者的接触，如何借助“接触”这一行为关系让消费者

留下印象并产生记忆，是地方特色餐具设计所追求的

目标。以 12 年前笔者第一次到银川时的情景为例，

当时天气很冷，四周一片漆黑，笔者在黄河边的一个

农家饭店就餐，饭店里的手抓羊肉味道鲜美，令人难

忘。从记忆的 3 个环节来看，识记是记忆的起点，是 

 
图 1  马勺子 

Fig.1 The spoon like h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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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鹰爪 
Fig.2 Eagle's claws 

 

图 3  鹰爪酒杯 
Fig.3 Eagle's claws glass 

对事物的识别，并形成一定印象的过程。而识记的前

提是识别，因此，地方特色餐具应从触觉识别做起。

符号是指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约定的用来表示某

种意义的记号或标记[12]。地方特色符号代表本地区人

们独有的认知方式，具有较强的地域识别性，它是本

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标记。地方特色符号这一“地

域识别性”的特点正是记忆的起点和前提，因此，在

地方特色餐具触觉设计中融入地方特色符号，不仅标

榜 “地域”，同时有助增强消费者的触觉记忆。 

例如笔者指导并参与创作的京剧脸谱餐具系列，

见图 4。为传达京城文化和开发具有京城特色的旅游

产品，笔者要求学生对京城的特色元素进行提炼，

终确定京剧脸谱这一极具影响力的形象作为地方特

色符号，并将其融入餐具设计中。在符号载体的选择

上，笔者建议学生选择勺子、刀叉而非筷子，是因为

产品的开发定位应放眼全球、中西结合，而非单纯的

自我标榜。基于此定位，并遵循形式服从于功能的原

则，此套餐具在勺柄上采取透空的形式，将京剧脸谱

与开瓶器结合起来，使消费者在用餐和开瓶时能感受

到来自东方的文化，从而产生与此相关的触觉记忆，

这一设计不仅传达了北京的地域文化，同时增加了产

品的附加功能，可谓一举两得。 

按照触觉感知的特点，在消费者的就餐过程中，

可以将其对地方特色餐具的触感分为滑动触觉和柔

性触觉。滑动触觉是指平行于手指的接触面的感知，

主要反映物体表面的几何形状、纹理等。柔性触觉则

主要反映物体的柔性或刚度，是垂直于手指接触面方

向的动态感知[13]。例如京剧脸谱酒杯，见图 5。在设

计此酒杯的时候，笔者采用局部透明的方式将京剧脸 

 

图 4  京剧脸谱餐具系列 
Fig.4 Peking opera tableware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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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京剧脸谱酒杯 
Fig.5 Peking opera wine glasses 

谱融入杯身，当酒杯中被倒入酒时，脸谱会产生相应的

色彩变化，从而吸引消费者以滑动触觉和柔性触觉两种

不同的触感方式来感知东方文化的韵味，并产生与之相

关的触觉记忆，达到文化交流和品牌传播的目的。 

3  结语 

笔者针对消费者与地方特色餐具的触觉关系进

行探讨，目的在于提升地方特色餐具的营销战略，即

借助地方特色餐具这一触觉媒介，使消费者在特色化

的触觉体验过程中获得深刻的触觉记忆，从而影响消

费者对地方特色餐饮品牌的认知、态度、情绪和判断，

为其品牌赢得认同感和被尊重感，从而达到地域文化

交流和地方特色餐饮品牌传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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