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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反思有着本质的差异，在设计过程中，我们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审美特质，并融入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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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Xian Qing Ou Ji " and "Emotional Design" as example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odern design ideas, reveals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cient 

and Western design ideas, and provides some ideas for modern design. From the author's identity, the background and 

purpose of the two books, and the design idea,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Xian Qing Ou Ji " and 

"Emotional Design" and draws a conclusion. There ar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books of "Xian Qing Ou Ji "and 

"Emotional Design", that is, the desig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esthetic sense of appearance and the practical function 

of perfection, and also to embody the aesthetic reflection feeling of the user.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aesthetic refl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as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 we should excavate the uniqu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tegrate 

into the modern design, so that the Chinese design has a modern sense and distinct nationality in order to meet the emo-

tional needs of moder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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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世界各民族艺

术设计之间的相互了解、交流与借鉴变得更加容易、

频繁，国内设计界在对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研究的同

时，也对西方设计从理论到实践等多个方面展开研

究，甚至对中西方当代设计的比较研究也已蔚然成

风，但关于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理念的比较

研究还比较少，这里将以中国明清时期李渔所著的

《闲情偶寄》与美国当代心理学家唐纳德·A·诺曼撰

写的《情感化设计》为例，通过对跨时空的异质文化

间的设计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探寻中西方设计理念之

间的异同，并通过对中西方设计理念的比较，唤起人

们对自身设计现状的反思和认识，进而从深层次来思

考如何把中国传统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运用到人们

的设计之中，使中国的设计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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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属性[1]。 

1  两书作者身份比较 

李渔，字笠鸿，号笠翁，明末清初文人，被誉为

古代生活艺术大全，名列“中国名士八大奇著”之首，

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李渔是天生的设计大师，他

对自己的创造才能相当自信，自称平生有“两绝技

飞”，即“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闲情偶寄》

是李渔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凝聚了李渔一生的创造

思想及学识结构，内容包括词曲、演习、声容、居室、

器玩、饮馔、种植、颐养等 8 部，涵括戏曲理论、养

生之道、园林建筑等体系，蕴涵了大量的创造性设计

理念[2]。李渔是中国古代名副其实的日常生活美学大

师[3]。 

唐纳德·A·诺曼是世界知名的认知心理学家，

西北大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教授，尼尔

森·诺曼集团联合创始人。唐纳德·A·诺曼曾是一

名工程师，最初学的是工程学，早期专注于实用性设

计，重视产品的功能，后来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成

为一名心理学家。这种教育及研究背景让他可以从工

程学及心理学的角度思考产品的设计，使产品不但具

备良好的功能，而且更易于使用。唐纳德·A·诺曼

是一位从人的角度去探索人与技术关系的先驱，《情

感化设计》是其重要著作之一，主要从本能水平、行

为水平及反思水平 3 个层面阐述了如何进行情感化

设计，该设计理念揭示了人类情感与产品之间的微妙

关系，在国际上引起了重要反响[4]。 

2  创作背景及目的比较 

明末清初是一个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的时代，整

个社会喜新尚异之风盛行，李渔在《闲情偶寄》卷首

《凡例七则·四期三戒》中提出“风俗之靡，日甚一日，

究其日甚之故，则以喜新而尚异也”。在这种社会背

景下，李渔创作此书希望能够“规正风俗”及“ 警惕人

心”，即“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

可见，李渔创作《闲情偶寄》的目的是对当时社会喜

新尚异之风的矫正，他的设计除了向人们展示他的创

作才能外，在深层次上李渔更希望能够用于纠正当时

社会的不正之风。 

唐纳德·A·诺曼在 20 世纪 80 年代写过《设计

心理学》一书，该书主要侧重于实用性、功能和外形，

把可用性提高到与外观等同的位置，从而忽略了情感

在设计中的作用。虽然设计师依据《设计心理学》的

指导而设计的产品是能用的，但是其外观却不一定好

看。这种情况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传统的商用软

件色调一般以灰色为主，是机械、冰冷的，但在 2000

年以后，商用软件的可用性已经得到了保障，设计师

在保证软件功能的基础上，开始追求美观和情感，注

重软件使用者的舒适感受，从而提高人们的工作效

率，这也是信息时代背景下设计的一种趋势，即在设

计中融入美学和情感因素，使人们在使用软件中得到

美好的体验。唐纳德·A·诺曼准确捕捉到了这种趋

势，他开始利用认知心理学的知识思考美、智慧、乐

趣和可用性并存的问题，并认识到情绪在日常生活中

的重要性及价值，他认为一件美观的产品可以让人们

更好地工作，《情感化设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

的。情感化设计就是在设计中要融入情感，要从人

的情感出发去设计产品，从而拉近人与产品之间的

距离[5]，正如诺曼自己所言：产品要让人感到愉悦。 

3  设计理念比较 

3.1  日常生活艺术化与本能水平情感设计 

对日常生活美的追求是渊源古老并且属于世界

范围的现象，人类对于美的追求是最高的精神活动，

这一活动大概可以追溯到盘古开天辟地、女蜗造人开

始，而且人类在整个造物活动中始终伴随着对艺术的

追求，有造物便有设计，有设计便有设计思想。从中

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用品、家具、工艺品、建

筑等都反映了古代人类设计活动的结晶以及人类文

明的物化呈现，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区的文

化特征，体现了当时造物的最高设计成就。可以说，

注重物品外观的艺术化设计一直伴随着中西方的设

计活动。 

李渔在《闲情偶寄》居室部及器玩部的阐述中处

处体现了他对日常生活艺术的追求，《闲情偶寄》一

书集中体现了李渔的创新思想，李渔在建筑园亭、设

计事物时“皆极新、极异”，但在“极新、极异”中，李

渔又遵守了自己的原则和规范，即“无一不轨于正

道”，至于如何“轨于正道”，李渔有他的原则，即“宜

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斫。凡事物之理，简斯可继，

繁则难久，顺其性者必坚，戕其体者易坏。”追求简

洁自然、反对繁缛堆砌及过分雕琢是李渔在造物时所

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房屋设计中，李渔提出“土木之

事，最忌奢糜”，他认为居室的设计切勿过分的堆砌，

过分的奢华就成了恶俗，装饰应该力求淡泊自然，追

求事物的本色之美。“书房之壁，最宜潇洒”，李渔认

为书房墙壁用纸糊为好，因为“纸糊可使屋柱窗楹共

为一色，纸色与灰，相去不远耳”。“壁间书画自不可

少”，然而“粘贴太繁，不留余地，亦是文人俗态”。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李渔简约之美的设计观。而在设计

家具等日常生活用品时，他也非常重视外观美感的设

计，李渔认为家具乃 “粗用之物”，但如果这些用品

“制度果精”，则“亦可同于玩好”；“宝玉之器”非常贵

重，但如果“磨砻不善，传于子孙之手，货之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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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建暖椅上面的匣子，李渔在抽屉正中加了铜

门，但怎么使加了铜门后的匣子更加美观，遮盖掉连

接的痕迹，李渔用几层铜皮剪成一朵千层菊贴在上

面，让暗门透出的地方穿到菊花里面，并胶粘牢固，

这样就解决了实用及美观的问题，李渔对此自我评

价：“纯用天工，未施人巧，若有鬼物伺乎其中，乞

灵于我，为开生面者。”李砚祖先生在评论李渔的设

计时说道：“他的创造性智慧，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也是一种文化的智慧，更是一种艺术的智慧”[6]。 

诺曼在《情感化设计》中提到的第一层面的设计

是本能水平设计。诺曼提到：本能水平设计的基本原

理来自人类本能，在人们之间和文化之间是一致的，

根据这些原理进行设计，即使设计有些简单，设计也

永远是吸引人的，而如果设计为了尽善尽美，则容易

过时。本能水平情感设计重视外观和形态，讲究的是

即刻的情感效果，本能水平的反应是触觉、听觉、视

觉、味觉、嗅觉等各种知觉感受的体现。美学因素决

定了一件商品的外观式样与风格，如精美的皮革箱

子、闪闪发亮的老式不锈钢机械制图工具，这些重视

外观的产品可以让人感到舒适，从而产生快乐的反

应，苹果公司色彩夺目的计算机和苹果其他型号的计

算机虽然硬件和软件一样，但是彩色 iMac 的销售量

却遥遥领先；各种跑车也因为车身优美受到了人们

的青睐。诺曼分析说：本能水平与最初的反应直接

相关，因此对它的研究也是简单的，只要看人们对

一件设计作品的第一反应如何即可。本能水平的设

计要综合考虑外观、形态、物理手感、材料质地、

重量感等因素，在设计心理学上，这些感性特征起

着重要作用。 

对比以上可以看出，不管是中国明清时期的李渔

或是西方当代的心理学家诺曼都非常重视外观设计，

注重细节设计，注重简约自然的设计。李渔关于日常

生活艺术化设计中的各种设计实践和设计理念的阐

述与诺曼的情感化设计的第一层面即本能水平情感

设计是一致的。 

3.2  实用性与行为水平情感设计 

人类从有意识地制作和使用工具开始，功能就一

直伴随着整个人类的设计活动。功能始终是造物最根

本的目的，是设计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因素。老子在

《道德经》中就提到“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

用。凿户牅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是故有之以

为利，无之以为用。”墨子提出“实用为上”、“不实用

为拙”。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则在 2000 年前提出了建

筑的三原则——“坚固、实用、美观”。西方现代主义

设计更是强调功能和理性的设计，柯布西耶提出“住

房就是居住的机器”，将建筑空间的实际“器用”目的

和功效走到极端。在当代，人们对物品要求好用、便

捷、易用、适用等，对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关于设计与实用之间的关

系也做了大量论述，“凡人制物，务使人人可备，家

家可用。”无论设计制作日常用品还是筑造屋舍，实

用是其根本。本着实用的原则，李渔在设计中融入了

个人的奇思构想和审美情趣，向人们展示了他对建筑

空间及家具器物的独特设计。在居室部中，李渔首先

指出“人之不能无屋，犹体之不能无衣。衣贵夏凉冬

懊，房舍亦然。”高大的房屋会令人不寒而栗，低矮

窄小的房屋，也会让人感到窘迫，因此要“房舍与人，

欲其相称”。建筑首先要避风挡雨，要考虑出檐深浅，

“柱不宜长，长为招雨之媒；窗不宜多，多为匿风之

蔽”，因此，“务使虚实相伴，长短相宜”。对于贫寒

之家房舍宽而余地少的“苦于暗”、‘虑在阴”的问题，

李渔发明了添置活檐这一晴雨两用的解决方法，对此

李渔道：“是我能用天，而天不能窘我矣”。器玩部集

中体现了李渔对实用物品的发明创造，如几案上的隔

板、凉机暖椅、床帐等都体现了李渔风雅别致的创造

力，李渔用“循其物性”4 个字完全概括了如何考虑器

物的实用性问题。几案一定要设有抽屉，“可借为容

懒藏拙之地”，以便“随取随得”，“有之斯逸，无之则

劳”。造橱立柜，“总以多容善纳为贵”，而“善制无他，

止在多设隔板”，抽屉是越多越好，最好“分为大小数

格”，以便分门别类而藏之。 

诺曼在《情感化设计》中提到的第二个层面是行

为水平情感设计。行为水平设计最重要的就是功能上

的设计，即效用问题。一个产品首先必须满足需要，

还要让人用的得心应手。行为水平设计要从功能、易

懂性、可用性和物理感觉 4 个方面进行考虑。产品设

计要满足人们的真正需要，而且要去发现人们还未表

达出来的真正需求，如汽车虽然发展了近一个世纪，

但是也在近年来才在汽车上安置了茶杯座，茶杯座满

足了司机和乘客的便利性和舒适性。诺曼在书中提到

了他本人收藏的 3 个茶壶，见图 1，一个茶壶壶嘴和 

 

图 1  3 个茶壶 
Fig.1 Three tea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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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柄安排在同一边，是完全不可以用的。第二个茶壶

是独特的圆墩墩的形状，实际上却很好用。第三个茶

壶根据泡茶的几个阶段设计成倾斜的样式，泡茶过程

复杂，却很实用，这几个茶壶诺曼都不常用，他用的

是既快速高效，又容易清洗的茶杯，但在诺曼看来，

这 3 个茶壶都有自己的意义，第一个反映了他过去对

无法使用的物品的讨伐；第二个反映了他对美的不懈

追求；第三个则反映了美和功用的完美结合，这也对

应了情感化设计的 3 个不同方面，即本能层、行为层

和反思层。  

综上所述，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李渔在《闲

情偶寄》中关于实用性的实践及理念，那正是诺曼在

《情感化设计》中所提到的行为水平情感设计，两者

都是关于设计实用性的认知，体现了人们对物品便利

性、功用性、可用性等功能方面的需求。 

3.3  “眼界关乎心境”与反思水平情感设计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中国人的眼里，自然

是有生命的，是可以和人沟通的。中国传统设计对赋

予人类赖以生存条件的大自然采取的是亲近、和睦的

态度。中国古代工匠对器物的表现，是与自然生命对

话，并借助于自然生命表现人的生命，即强调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注重“天人

合一”的自然观，追求的是宁静、和美、情趣化的审

美意境。西方古典艺术也以和谐为审美理想，但西方

遵循的是数学原则和比例关系，西方艺术美学最早发

现了“黄金分割”比例，以数的结构比例分析音乐的

美，寻求外形对观者心理舒畅的适合，强调秩序的整

一。西方人偏重感官的、物理与生理的协调，注意形

式的心理效应。宗白华先生说，西方人的宇宙观是“人

与物、心与境的对立对视”，这与中国人的自然观大

相径庭。 

“眼界关乎心境，人欲活泼其心，先宜活泼其眼”。

“眼界关乎心境”，眼中看到的东西跟人的心境相关，

想让人心活泼，应该先让眼中所看的东西活泼起来。

《闲情偶寄》是一部“家居有事之学”,但李渔不只是考

虑形式及功能的简单关系，而是试图让它升华到艺术

化的审美境界，强调艺术及生活的高度统一。“贵新

奇大雅”是李渔追求的目标，李渔讲究诗情画意，对

意境的营造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开窗莫妙于借景”，

李渔讲述了透过西子湖畔上小船的窗户可以欣赏两

岸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樵人牧竖、醉翁

游女等，这些是李渔所说的天然图画，随着船的前行，

“摇一橹，变一像，撑一篙，换一景”，一日之内，眼

前轮换着百千万幅好山好水，李渔称“此窗不但娱己，

兼可娱人”。李渔把这种扇面窗用在了他亲自参与设

计建造的芥子园中的浮白轩上，并详细谈到了利用该

窗户借景后的情景，“是山也，而可以作画；是画也，

而可以为窗；坐而观之，则窗非窗也，画也；山非屋

后之山，即画上之山也。”有了该窗后，“一切盆花笼

鸟、蟠松怪石，皆可更换置之，”于是窗户就成了“扇

面幽兰图”、“扇面佳菊图”等天然图景。凡此种种，

都是“眼界关乎心境”的具体体现，从中也可以看出李

渔作为文人和设计师的审美眼光和造型能力，李渔展

示了他作为文人的幽情雅趣，在城市生活中营造虚幻

的自然景色空间，丰富了人们的想像空间，使人们置

身于一种审美意境当中[7]。 

诺曼在《情感化设计》中提到的第三个层面是

反思水平情感设计。反思水平设计对应的是自我形

象、个人满意度、记忆等。这些是个人感受的反映，

是人们对自我行为的思考以及对他人看法的关注。

反思水平情感设计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层面的活动，

这种情感发生在对设计的认真观察及体验之后，通

过联想活动，从而在人的内心深处引起情感共鸣或

自我认知[8]。诺曼也谈到了对风景的理解，他珍爱的

风景是动态的，风景可以不断变化，植物随季节的变

化而变化，光线随白昼的时间而变化，动物根据天气、

时间和它们周围的活动变化而变化着它们的活动。诺

曼认为感受永远都是变化的，因此设计师所提供的设

计要带来丰富的体验，引起人们丰富强烈的感受。反

思层面受到知识、学习和文化的影响，因此在反思水

平上有非常大的差异，它与文化密切相关，不同的文

化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不同地域文化中包含的文

化归属感和人文情怀是明显不同的[9]，因此，反思水

平情感设计要重点考虑不同国家或地域之间人们的

各种行为特点以及心理感受等，要重点从他们的文化

着手。 

通过分析对比可以看出：李渔除了追求实用美观

外，还把建筑、居室及器物等作为审美对象，超越了

设计物本身的功利的实用性，深入到人的审美精神境

界，进入到物我相互影响的层次。通过设计，李渔让

审美精神在家居及器物中延续，这正是中华文化审美

精神渗入的具体体现。而诺曼提出的反思水平情感设

计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探索出人的情感和相应

形式之间的联系。如果从诺曼的情感化设计角度进行

分析，李渔所追求的审美意境可属于反思水平的一

种，但这种情感即意境的造诣是中国传统文化及艺术

所特有的，这也是西方反思情感与中国所讲究的意境

的明显区别。 

4  结语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从日常生活艺术化、实用

性及审美内涵等方面对各种设计做了详细论述，所阐

述的居室空间及各种器物设计功能丰富、思路独特、

用料恰当、手法巧妙，追求实用性、形式要素及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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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趣的完美统一[10]，是中国传统造物思想及审美情趣

的百科全书；而《情感化设计》始终围绕情感这一主

题展开，提供了理解情感的 3 个方面，该书提出的诸

多新鲜的想法和视角将有助于人们改善设计。通过比

较研究可以看出两书所提出的设计理念具有相似性，

从中可以领会古今中外创作理念的碰撞，更重要的是

通过比较研究后用现代设计理念对传统文化、传统艺

术设计重新加以研究，这样可以更清楚地把握中国传

统所特有的审美心理特质，并把这些特质融合到现代

艺术设计中，使中国设计体现出浓郁的中华民族所特

有的人文意义与情怀，从而表达具有浓郁中国审美特

质的优秀设计作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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