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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define the function of Synaesthesia in Design for all. Synaesthesia is brought into the usability test 

phase of design for all. Synaesthesia can be used in Design for All. Incorporating synaesthesia into the design concept of 

humanistic care could provide the users better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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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感和联觉是感觉间的互换与错位，全适性设计

作为一种具有人文关怀的设计，更多的是将有特殊需

求的用户和边缘人群纳入到设计的服务对象中来，因

此，将通感和联觉这样具有神经基础的感知状态融入

到全适性设计的过程中，或许能为这一设计概念提供

新的思路与发展方向。 

1  全适性设计的发展 

在中国，全适性设计并不为大家所熟知，然而在

欧洲尤其是北欧地区，这一设计理念及其所归纳的设

计方法已经被社会普遍接纳，并被广泛运用于工业产

品设计、室内空间设计、标识识别系统等多种公众设

计中。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这一理念越来越契合

中国社会的需求，设计师也面临更大的挑战。 

1.1  全适性设计的概念 

全适性设计的最终愿景是人人都可以参与，不论

其身体状况或是所掌握的技能如何，都能享受到设计

所带来的高质量生活。全适性设计的目的是为有特殊

需求的用户设计出优质的产品、空间环境或服务系

统。当有特殊需求的用户都能运用这些设计成果时，

其他用户群体也就更能接受这些设计。 

美国的设计理论家维克多 ·巴巴内克在"Design 

for Human Scale"一书中指出了现代工业设计的一大

弊端：大多数设计是服务于居住在发达国家的富裕的

中年男性，很多设计师无视于残障人士、贫困人群、

智障者、儿童、老人、肥胖者和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

人们[1]。现代工业设计凭借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为

大众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精心设计的大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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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构成了新的艺术形式，并肩负起创造新的文化

价值的责任[2]。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科技、文化

的更新和转型越来越快，人类社会渐趋复杂和多元

化。多元文化包含了种族、性别、语言、宗教、教育、

阶级等各个方面，强调边缘人群在社会上的平等[3]。

全适性设计是从最早的无障碍设计和可及性设计等

设计理念发展而来，其所依附的社会背景是北欧福利

政策，同时也受到斯堪的纳维亚功能主义和人体工程

学设计的推动。欧洲设计与残疾研究所在 2004 年的

年会上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宣言”，这一宣言给出了全

适性设计的简单定义：全适性设计指人的多样性、社

会平等和包容所做的设计[4]。 

1.2  全适性设计的主要方法 

全适性设计与传统的产品设计不同，强调从有特

殊需求的用户出发，研究他们的需求和习惯，而不是

研究主流用户群体或是改进已有的产品设计。传统设

计与全适性设计过程见图 1，灰色部分象征全体用户，

白色部分是包含在其中的特殊需求人士。传统的设计

过程往往是从现有产品和主流人群出发，在做出微小

的改动后，将产品推向非主流人群。而全适性设计一

开始就从专业用户及残障人士等有特殊需求的用户

出发，研究他们的需求，进行创新设计，最终得到的

设计成果除满足他们的需求外，也将会更好地服务于

大众。除此之外，全适性设计还强调用户在设计过程

中的参与及用户的反馈和感受。在整个设计过程中，

用户会被多次邀请对正在开发中的产品进行测试。在

测试的过程中，测试人员对被试产品或服务给出反

馈，测试标准遵循柔性原则，避免过度依赖量化数据。

测试反馈由设计师进行整理、分析，这个设计过程是

用户和设计师共同参与的。 

 

图 1  传统设计与全适性设计过程 
Fig.1 Traditional design and fully adaptive design process

2  联觉与通感 

2.1  联觉与联觉症 

真正的联觉被认为是先天并且无意识的，不受自

身的主观控制，有明显的家族遗传倾向，一般表现为

一种感官刺激会引起另一种感知。常见的联觉包括“字

位—颜色”联觉，拥有此种联觉的人会在看到数字或字

母时产生颜色的感知；“听觉—空间”联觉者会在听到

某种声音时产生身体上的触感；还有“声色”联觉、“色

味”联觉等。目前可能存在的联觉至少有 80 种。 

此类先天具有联觉能力的人往往被认为患上了

联觉症。联觉症在某些医学词典中会被归类为神经系

统疾病，但是此类病症患者大多不把联觉视为影响生

活的疾症，反而认为联觉给自己带来了愉悦的感受。

目前对于联觉症的研究并不深入，虽然心理学和神经

学都曾对这一现象做过集中研究，但其发病原因和遗

传特性并未得到研究结果。 

2.2  通感与情感共鸣 

通感的本质是感觉间的互换与错位。钱钟书先生

是国内较早引入和介绍“通感”这一词汇的人，在其著

作《通感》一文中，他认为视觉、听觉、触觉、嗅觉、

味觉往往可以互通[5]。钱钟书先生在文章中更多的是

将通感看成一种诗文的描写形式或修辞的方式，而后

人也将通感只看作是某种理论术语。 

通感是一种多数人都能拥有或体会到的生理、心

理现象，是基于人的情感、回忆、经验、联想等产生

的一种体验。与联觉不同，通感并非一定源于先天，

也可以由后天培养形成。当人的记忆或联想被某种感

官所激发，就会引起另一种感受，多数人的通感经历

就来源于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感受与文学

中的修辞手法会产生审美情趣上的共鸣，而这种共鸣

性不仅仅是在文学上，在设计上同样如此。通感作为

一种情感化的表达，如果设计师的设计能传递出相应

的情感信息，无疑是更高层次的追求。 

3  联觉和通感在艺术与设计中的存在 

3.1  通感在文学中的运用 

“柳枝西出叶向东，此非画柳实画风”。《彦冲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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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燕》是清代诗人江湜因悼念友人所写的诗句。与视

觉相关的“画柳”以及与触觉相关的“画风”被画家巧

相融汇，为后人流传。在中国的古诗文中，通感手法

屡见不鲜。钱钟书在《通感》中也提及了《玉楼春》

中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将视觉与听

觉串联起来。在日本文学中，通感隐喻也被广泛运用，

体现了日本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观。 

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在其诗集《恶之花》中

曾说：“香味、色彩、声音都相通相感，有的香味像

孩子的肌肤般新鲜，像笛音般甜美，像草原青翠。有

的香味却腐朽、高昂而且丰沛[6]。”香味是嗅觉，肌

肤与草原是视觉，笛音是听觉，这 3 种感觉完成了统

一。波德莱尔的通感理论对中国的象征诗派也产生了

较大的影响。 

3.2  联觉症患者的艺术天赋 

联觉症患者由于与生俱来的强联觉能力，在日常

生活中往往拥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字位—颜色”联觉

症患者可以利用色彩来记忆数字，可以记下 π 值小数

点后的几百位数字。“听觉—空间”联觉症患者有着更

好的空间想象力和记忆力，还有很多联觉症患者富有

艺术天赋。 

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有部分“听觉—颜色”

联觉症患者可以看见他们所听到的歌曲。其中一位美

国女孩梅丽莎·麦克拉肯中学时就发现自己可以看到

歌的颜色，由于很难向他人描述她的感受，所以用画

笔将自己的所见画下来，将音乐与绘画结合起来，梅

丽莎创作的画作见图 2。由于出色的表现力，她的画

大受好评，她也因此将绘制音乐当做了自己的职业[7]。 

 

图 2  梅丽莎创作的画作 
 Fig.2 Melissa's art work  

3.3  通感在设计中的运用 

在设计中通感可以体现为多种感官的整合。设计

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要想完成一件出色的设计作

品，可以充分调动用户的多种感官并塑造出色的设计

印象。日本设计师原研哉认为人的五感组合是构建设

计印象的基础，而这一印象则是外部刺激与记忆组合

形成的结果。在他完成的梅田医院标识系统设计中，

特意以白色棉布为材料制作所有指示标志，为了保持

清洁，棉布需时常清洗，这塑造了一个舒适而又清新

的医疗环境。该设计将视觉、联觉、触觉结合起来，

有效传达了医院的形象[8]。日本梅田医院导视设计见

图 3。 

 

图 3  日本梅田医院导视设计 
Fig.3 Japan Umeda hospital VI design 

4  全适性设计方法中通感、联觉的应用 

全适性设计能够包容更多用户人群，坚持对多元

文化及社会公平的不懈追求。全适性设计要求设计师

尽可能将有特殊需求的用户纳入进来，找出他们的需

求并和他们共同努力完成设计。具体而言，全适性设

计的方法包括了定义设计的利益相关者及特殊用户、

定义他们的需求、完成创意与原型、邀请用户参与测

试、反馈整理与完成最终方案。这一设计过程内的某

些步骤可能需多次重复，目的是尽可能贴合用户的需

求和体验。联觉作为一种特殊能力，是大多数人普遍

拥有的感官认知，在设计过程中的测试阶段可以起到

相应的作用。 

4.1  产品的测试及反馈 

产品测试首先要筛选合适的测试人群，测试人员

包括普通用户人群和特殊需求人群。在特殊需求人群

中，会根据他们的不同需求或所掌握的技能进行分

组。根据所测试的产品类型决定邀请的测试组别，并

设置对照组。参与测试的人员在测试之前应当接受基

本培训，以便其熟悉测试流程并进行客观的反馈，设

计人员作为测试的监督者和记录者要全程参与。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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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调查问卷见图 4，这一问卷针对某种胰岛素笔形

注射器进行测试。问卷所列出的每一个问题配以 6 个

不同的选项，选项按照从难到易的顺序排列。 

 

图 4  笔形胰岛素注射器可用性测试问卷 
Fig.4 Biocon insupen usability test questionnaire 

测试有现场测试和网络远程测试两种，对于一些

小型化并且没有保密需求的产品，可将产品通过邮寄

的方式发放到测试人员手中，测试者随后登录网络，

遵循页面上的提示取出产品自行完成测试，其反馈信

息由网站自动生成报告供设计师下载。以上的网络系

统及测试用的问卷都是由设计师在测试开始前制作

完成的，在设计问卷和网站页面时，需要考虑到测试

人员的生理障碍。笔者在制作可用性测试问卷时，考

虑到易识别性以及难易度与情感之间的关联，采用了

简化的人脸表情来代表 6 种不同的选项，得到的反馈

效果较好。如果将通感的概念融入这一问卷设计，充

分调动测试者的五感，将会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产品

可用性测试问卷设计见图 5。 

 

图 5  产品可用性测试问卷设计 
Fig.5 Usability test questionnaire design 

4.2  环境现场用户测试 

另一种测试方式是对环境进行实地体验测试，测

试人员与设计师一起进入到公共环境进行测试。在真

实的环境中，测试人员可以对公共空间的设计提出较

准确的反馈意见，设计师则通过文字、影像进行记录。

参加这些现场测试的人员，往往有其特殊性，这样才

能发现常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例如常年使用轮椅的

测试人员对公共空间标识的视角与他人不同，对于空

间内的无障碍设施也更敏感，见图 6。强联觉人士也

是此类测试的优良人选，通过其具有的特殊感官提供

反馈。 

 

 图 6  在实地环境中的测试人员 
Fig.6 Test person in environment 

5  人文关怀设计概念中的价值 

无论哪种设计，总会有一个维度处于核心位置，让

设计师为之耗尽心血，而这种关键的维度就是价值[9]。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外纷纷流行具有人文关怀的

设计概念，从无障碍设计开始，到通用设计、服务设

计、包容性设计以及全适性设计等。这些种种设计理

念，在设计愿景上有所趋同，在设计方法上有所交叉，

在设计价值上则有一个近似共同的目标，就是让设计

所提供的美好生活能容纳更多的人，包括边缘人群、

少数群体以及各种有着特殊需求的人士。每个人身上

都体现着多元性[10]，通感与联觉都是多元性的表现，

强联觉者的特殊性以及不同的人所体验到的不同感

官，都体现了这一点。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逐渐加

剧和文化多元性对传统社会的冲击，人文关怀设计中

所追求的价值，将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 

6  结语 

设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这个日益讲求人文化

设计的时代，通感或联觉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

特征，可以放大设计产品的情感化因素，赋予产品不

同的体验。当这两者与现有的设计理念或设计方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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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时，必然能找到不同的道路，为用户提供更优秀

的设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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