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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感质体验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通过阐述感质体验的内涵以及文创产品的外

在层、中间层、内在层设计属性，结合“境”之美学体验分类，总结出文创产品感质物境体验、情境体

验、意境体验的 3 个层次，分析不同层次的感质体验在用户与产品之间的表现特点，探讨不同层次的感

质体验设计方法。最后以小夜灯为设计实践，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结论 感质体验的应用可以有效地

挖掘产品的文化内涵，使用户在与产品的互动过程中获得深层次的感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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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the Qualia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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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a experience in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s explored. The envi-

ronmental experience, situational experience,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experienc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re 

summarized by stat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qualia experience and the design attributes of the extrinsic layer, the middle 

layer and the inner layer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qualia experience between the users and the product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different levels of qualia experience design 

method is presented. Finally, the night light is regarded as the design practice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product can be tapped effectively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qualia experience. The 

deep feeling can be gain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user interacts with the product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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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需求层次的提升，消费市场进入强调体

验及文化的经济时代。用户对文创产品的需求已经从

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如何通过设计赋予产品更

强的文化内涵，增强用户心灵深度的感动成为设计师

关注的焦点。提升用户的感质体验不仅能满足其精神

诉求，而且能更好地体现文化的生命力，增加产品的

附加值，因此基于感质体验的文创产品设计将迎来新

的契机。 

1  感质体验与文化产品设计 

1.1  感质体验 

在产品设计中，感质理论最早由前 Sony 执行官

出井伸之提出。他认为感质就是眼睛看、用手摸就可

感受到心弦受到拨弄般喜悦的一种感觉[1]。感质最直

观的意思就是“感受性”，在设计学语境中也可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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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触动消费者内心最深层的情感及某些认知的体验，

是一种生活的意义与情感的满足，通过制造感动人心

的浪漫触动消费者内心最深层次的情感[2]。感质体验

的兴起，反映出消费者不再只是对单一产品、服务质

量与生理需求感到满足，而是以能否引发心灵上的感

动诉求作为消费的趋势。 

1.2  文创产品设计 

文创产品设计是指设计师在理解文化表征和意

涵的基础上，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将文化特征和情感体

验反映在产品中，用户通过使用和认知，引起内心的

共鸣。相比普通的产品，文创产品更加强调文化性，

追求的是精神方面的满足[3]。文创产品是产品设计学

科的新亮点，在物质极大充裕、信息过载的当下，产

品设计的重心不再局限于外观美感及功能性的满足，

而是扩展到产品的用户体验及产品与用户间的互动

与交流、产品与所在环境的交互等[4]。 

文创产品设计要通过对产品外部属性的设计来

表达其内在的文化意涵。林荣泰[5]将产品设计时需要

考虑的因素称为文创产品的设计属性，包括：（1）外

在（外形）层，对应有形的、物质的文化层次，包含

产品色彩、质感、造型等因素；（2）中间（行为）层，

对应使用行为仪式习俗的文化层次，包含操作性、安

全性、功能性等因素；（3）内在（心理）层，对应意

识形态的无形精神的文化层次，包含产品是有特殊含

义、有故事性、有感情等因素。对文创产品设计属性

的图形化解析见图 1。设计师通过对文创产品三层次

属性的整合，运用形、用、意等方面赋予产品新的意

义与认知价值，影响人的感受，从而产生联想，达到

用户与产品的心灵沟通，即可获得感质体验。  

 

图 1  文创产品设计的属性 
Fig.1 Attributes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design 

2  文创产品感质体验的 3 个层次 

在文创产品设计中，感质体验是“设计师—产品

—用户”的一种信息交流过程，产品作为信息载体将

设计师和用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设计师的情感表

现在产品中是一种编码的过程，用户对产品的感受

是一种解码感应的过程，通过对产品形态、符号化

特征以及内涵寓意进行解读，进入隐藏在表层注释

背后的意义象征，从而完成明晰的实用功能到潜移

默化的文化积淀的转变[6]。最后通过感质体验，与产

品建立起某种情感联系。人的情感是由“境”引发的，

“境”作为美学体验范畴,最早出现于王昌龄的《诗格》,

他把“境”分为“物境”“情境” “意境”，物境偏于形似，

情境偏于表情，意境偏于意蕴[7]。结合林荣泰提出文

创产品设计属性框架进行分析，感质体验层次由外而

内可分为物境体验、情境体验与意境体验，图形化解

析见图 2。 

 

图 2  感质体验的 3 个层次 
Fig.2 Three levels of qualia experience 

2.1  物境体验 

物境体验是有形的、物质的，是最为初级的感质

体验，即人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观活动对产

品外部物理特性的直观感受，表现为用户通过产品的

文化形态、质感、造型、色彩、表面纹饰等特征，对

其设计内涵的初次认知，也是用户对产品的第一层次

解码，以此获得感官满足与心理认同感。 

2.2  情境体验 

产品的情境是指在一系列活动场景中人、物的

行为活动状况以及人们的心灵动作及行为，特别指

在特定环境及特定时间内发生的状况，体现出一种

人与物的关联性[8]。情境体验即通过模拟生活中的事

物或仪式行为而引起用户的沉浸式体验，是用户在

使用产品的过程中，通过对文创产品操作性、功能

性、结构性等特征的移情理解，感受产品所营造的

文化情境，进而获得内心的愉悦感和惊喜感。情境

体验是在文创产品物境解码的基础之上对其文化内

涵的第二层次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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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意境体验 

意境体验是在物境体验与情境体验的基础上形

成的，是意识形态的、无形精神的体验，它依赖于人

的高级思维活动。用户通过产品外观、功能、文化背

景等因素进行第三次解码，产生最深层次感质体验，

用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不能单纯凭借表层认知去

理解其内容,还要借助领悟、猜测、想象等非逻辑思

维方式逐渐从设计主体过渡到消费主体,从而获得心

理、精神层面的转换与提升。 

3  感质体验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分析 

通过感质体验设计的层次化解析，结合案例分析

法，可获得感质体验设计的三层次设计方法，主要包

括物境语意设计、情境模拟设计和意境交互设计。 

3.1  物境语意设计 

语意设计可使产品形态作为产品意义传达的手

段，成为产品与用户实现沟通的语言[9]。就文化造型

方式与造型内容而言，可将造型符号、抽象图案和形

体要素等与产品的形状、色彩、质感等造型要素进行

结合，直接利用或抽象转化文化形式获得设计灵感，

以符号诠释产品设计的意义。设计师可以从以下 3 个

方面进行物境语意设计：（1）从人或自然物的原型中

寻找启示，包括其形态、色彩、材质等方面的类比与

转化；（2）进行社会生活符号的模拟，例如从生活习

俗、民族文化、传统器具等方面提取代表性设计元素；

（3）从历史文化片段或元素中得到灵感。陈金龙设

计的《金边芙蓉》餐具见图 3，通过对文物画作元素

的概括提取，既融合了张大千画作《清水出芙蓉》中

金边莲的元素，又借鉴了宋代芙蓉花瓣纹金碗的形态

特征，实现了绘画作品从平面到三维的转换，同时给

用户带来时空转换的特殊感质体验，在视觉上给人以

美的享受。 

 

图 3 《金边芙蓉》餐具 
Fig.3 "Gold Side Hibiscus " tableware 

3.2  情境模拟设计 

情境模拟设计是从使用功能、行为等特性入手，

在产品形态和功能的共同作用下，再现情境或历史典

故的设计方法。需要设计者在形似与神似间进行把

握，并将重点放在产品情境氛围的营造以及产品与人

之间沟通交流的实现上[10]。通过产品的体验，调动用

户的情感和情绪，让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因

此，在设计之初建立产品未来的使用情境，将使用者

的 特 性 、 产 品 与 环 境 之 间 的 关 系 进 行 模 拟 考 量 。

Dae-hoo Kim 设计的火山系列加湿器见图 4，外形仿

造火山造型，功能上结合火山向上“喷发”的状态，通

过不同的色彩设计展示不同火山的地域风格。开启加

湿器时，水汽从顶部的“火山口”缓慢喷出，配以红色

LED 光，仿佛亲眼目睹一座火山喷发的过程，充满惊

喜趣味。该设计通过对产品功能的操作和火山喷发时

行为情境的模拟，实现了用户与产品所烘托氛围的的

情感互动，满足了情境体验的感质需求。 

3.3  意境交互设计 

意境交互设计通常需要灵感的撞击及深厚文化

底蕴作支撑，它往往是综合多种因素的设计产物，营

造出令人无限遐想、回味悠长的意蕴。一方面，意境

交互属于精神领域，另一方面设计意境的载体具有物

质特性，因此其设计的关键在于将产品的物质属性与

产品精神意蕴相契合，将用户的主观意识和客观产品 

 

图 4  火山系列加湿器 
Fig.4 The volcanic series humidifier 



第 39 卷  第 10 期 呙智强等：基于感质体验的文创产品设计 99 

 

意境相融合，最后通过与产品的互动关系来实现情感

的自然律动，引导和启发用户进行丰富的想象。在意

境的设计上可以结合文化特色中的特殊含义、呈现某

个特定时期人们的生活形态等。设计师贾伟设计的

《高山流水》香台见图 5，该产品燃香后烟雾会顺着

卵石缓缓向下飘散，在视觉上有流水之感。产品以石

代山，以烟代水，营造出一种高山流水的“情境”。这

种“情境”与产品的使用空间环境相结合给人以浓浓

的禅意与静心、修心的情感体验。高山流水觅知音象

征着深厚的友谊，也寓意事物要与人分享，才会在精

神得到满足。设计者正是通过营造产品意境与人的情

感进行交互，进而触动用户心灵和精神境界的感动与

升华。 

 

图 5 《高山流水》香台 
Fig.5 "Mountain Water" incense desk 

4  设计实践 

笔者结合感质体验内涵及设计方法进行桂林地

域文创产品小夜灯设计。有诗云“桂林山水甲天下，

阳朔山水甲桂林”，阳朔是最能代表桂林山水景观的

地区之一，故产品在造型设计上选取阳朔著名景点月

亮山为设计原型，见图 6，提取月亮山的山脉轮廓作

为小夜灯遮挡部分——“灯罩”内部的透明山脉线条，

提炼月亮山周边山脉走势曲线作为产品手机支架的

木片形态，后置 LED 片状月亮灯，赋予产品以自然、

柔和的静态美与曲线的动态美；在材质及色彩上，山

形木片和底座选用棕褐色的胡桃木来表现山脉古朴

的特质，用透明清漆做表面处理，保留原始木质纹理，

给 人 以 沉 静 、 放 松 的 心 理 感 受 ， 灯 体 采 用 半 透 明

PMMA（有机玻璃）材质面罩，表面做仿月纹理及粗

糙磨砂处理，使光线柔和的同时增加了如同触摸月亮

一般凹凸不平的触感体验。“灯罩”采用黑色塑料材

质，以达到控制光源的目的。整体设计通过镂空的月

亮山剪影线条（虚）与月亮山周边山形木片（实）与

来产生虚实对比，营造出实境的空间感，见图 7，这

种生趣的有机形态设计可引发用户对月亮山形态的

联想，即通过对月亮山景区的物境语义设计，营造物

境体验。 

 

 

图 6  月亮山景区 
Fig.6 Moon Mountain scenic map 

 

 

图 7 《月山月影》小夜灯设计方案 
Fig.7 "Moon Mountain Moon Shadow" night light design 

在功能及操作方式上，笔者通过对《月影月山》

结构的模块化设计来增加产品可拆卸、组合的功能，

使产品便于携带。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将山形薄

木片通过导轨凹槽推到合适的位置，以便支撑手机等

电子产品。打开月形卡片灯时，用户可将左侧镂空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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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缓缓向右滑动，利用木片对月亮灯的遮挡来模拟月

食的过程，营造“窗”前明月光的艺术情境，见图 8，

随着整个过程的进行，镂空部分月亮山的剪影线条便

可透过灯光逐渐显现，一幅月亮山夜景便呈现于眼

前，该过程通过情景模拟设计使用户产生情境体验。  

 

 

 

图 8  小夜灯模拟月食过程 
Fig.8 Night light simulation of the eclipse process 

在意境的营造上，《月影月山》简洁的造型与现

代空间设计相协调，在满足产品功能性需求的同时增

添生活乐趣。模拟月食的过程可增强用户与产品的互

动，营造了侘寂的禅意氛围，使人产生“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的顿悟以及豁达的人生态度，进而引发轻

松愉悦的正面情感，满足用户的意境体验需求。 

5  结语 

文创产品是文化的延伸与物化，大力发展满足用

户情感互动、传递感质体验的产品是未来文创产品设

计的必然趋势。本文通过对感质体验内涵与文创产品

的设计属性进行探索，利用对美学情感境界的认知及

设计师与产品间“编码”与“解码”的设计思维，归纳总

结了感质体验的 3 个层次，进而得出基于感质体验的

物境语意设计、情景模拟设计、意境交互设计三层次

设计方法。最后以小夜灯为例进行设计实践验证，实

现了用户与文创产品间的深层次情感互动体验。在此

基础上，后续将进一步深入研究构建合理的数据化感

质体验评价模式，方便设计师直观地对文创产品的感

质体验层级进行科学评估，做出准确高效的设计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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