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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听觉、嗅觉、味觉等感官体验的重要性及其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艺术化表达方式。方

法 首先从视觉传达的发展引出其对艺术效果的高标准，提出合理而巧妙的多感官表达的必要性，然后

分析视觉传达设计与多感官表达的含义，探索两者在感官刺激、感官满足、趣味体验等方面相互促进的

基础与条件，最后分别从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方面展开论述，详细探寻多感官表达在视觉传达设

计中的体现，总结两者在融合与促进过程中的发展方向，寻求技术与艺术的统一和共促。结论 在新媒

体时代下，视觉传达设计想要打破固定的视觉效果，寻找到一定的艺术平衡，使信息的传递更加快速、

准确，必须与多感官表达相结合，多层次地调动受众的感官机能，科学规划感官体验流程，更完美地表

达出所要传递的信息。 
关键词：视觉传达设计；多感官表达；趣味体验 
中图分类号：J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0)04-0288-03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0.04.040 

Multisensory Expression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LI Chen 
(Jinzhong University, Jinzhong 030619,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importance of hearing, smell, taste and other sensory experience and their ar-
tistic expression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led to its high standard 
of artistic effect to put forward the necessity of reasonable and skillful multi-sensory expression. Then, the meaning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nd multi-sensory expression was analyzed, and the basis and conditions of their mutual 
promotion in sensory stimulation, sensory satisfaction and interesting experience were explored. Finally, the discussion 
was respectively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hearing, touch, smell and taste. The embodiment of multi-sensory expres-
sion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was explored in detail,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two in the process of inte-
gration and promotion was summarized, and the unity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 were sought. In the 
new media era, i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wants to break the fixed visual effect, find a balance of art, and make the 
transfer of information more rapid and accurate, it must be combined with a multi-sensory expression, arouse the audi-
ence’s sensory functions at multiple levels, scientifically plan the process of sensory experience, and more perfectly ex-
press the message. 
KEY WORDS: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multi-sensory expressio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视觉传达设计是作用于受众视觉的艺术之一，主要

通过图形、文字和色彩等元素传递出信息和情感，以此

加深受众的印象，传达有效的信息。然而，随着社会的

不断发展和改变，简单的视觉效果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

审美意识，并且也逐渐关注各种辅助的相关元素。受此

影响，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的艺术表现中，总是或多或

少地融入一些听觉、触觉、味觉等元素，不断辅助与优

化当前的艺术设计效果[1]。这样的创新，有效丰富了信

息传达的层次，强化了信息传达的力度，成功突破了

以视觉要素整合为中心的固化思维，以更佳的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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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受众对作品的感官愉悦度，形成了良好的交互作

用，有效地加深了受众的整体印象[2]。从这一现实分析，

追求多感官的艺术化表达是视觉传达设计的理想追求，

这一思路与方向理应得到设计师的重视和尝试。 

1  视觉传达设计中多感官表达的概述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无论是信息的传达还
是形式的创新，都对各个方面有着较高的要求[3]。于是，
人们逐渐开始重视感官体验，希望在多种因素的作用
下有效消除视觉传播的限制，实现信息获取渠道的多
元化。基于多感官表达的视觉传达设计就是在这一背
景下被提出来的发展思路。所谓多感官表达，是指综
合人类的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感官，从多角度
表达和传播信息，从而实现以视觉传达为主，感官表
达为辅的全方位、多角度的信息渗透，引发更深层次
的刺激和更丰富的感官体验[4]。 

通过具体分析总结出了视觉传达设计中多感官
表达的三种主要方法。（1）感官刺激，是一种简单、
直接的表达方式，借助刺激人们的感官的方式，迅速
在人们心理形成强烈的冲击力，与其他两种方法相
比，作用较为明显[5]；（2）感官满足，即为了提高信
息的传递效果，视觉传达设计要给人们以美好的享
受，在情绪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提升人们对作品的接受
能力；（3）趣味体验，有了感官刺激与满足，还要进
一步强化体验，以趣味性激发人们的好奇心，满足人
们的互动需求，从而调动多种感官参与进来，实现理
想的艺术传达效果。 

2  视觉传达设计中多感官表达的基础及条件 

面对当前视觉传达设计的多样化需求与发展趋势，

设计师一直在探索和借鉴其他的方式，同时不断提升并

完善自身的技术与技巧，渐渐的，听觉、嗅觉、味觉、

触觉等多种感官知觉与设计进行了相互的借鉴和融合，

形成了视觉传达多感官表达的崭新模式。从人类对外部

信息的接收顺序分析，视觉感知一直是第一位的，接着

依次是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作为主导地位存在的

视觉是视觉传达设计中多感官表达的基础，这一点无容

置疑[6]。然而实现视觉传达设计的多感官表达除了基础

的支持以外，还需要满足其他条件，只有获得相关技术

和材料的保障，才能帮助视觉传达设计具备更多的技术

实现手段，从而更好地满足多样化感官需求。只有做到

了这两点，才算完全具备多感官表达的基础及条件，才

能在各个视觉传达设计领域完成高标准的艺术创作，给

人们带来更加丰富与令人满意的视觉传达设计作品。 

3  多感官表达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以视觉为基础的视觉传达设计如果想要获得更

多元的艺术呈现，那么必须从实际出发，结合听觉、

触觉、嗅觉和味觉等感官要素使表达效果更具综合

性，如此视觉传达设计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获得

成长的可能与发展的动力，实现艺术效果的最佳化，

形成深刻的印象与认知。 

3.1  听觉的表达 

如果说视觉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接受者，那

么毫无疑问，听觉便是第二接受者。将视觉与听觉互

相配合，有利于提高视觉传达设计的整体层次感，展

现出更加独特的设计效果，从而更加轻松地被大众所

接受。当然，听觉是建立在愉悦身心的基础上的，既

要减少限制，又要注意传播速度与面积，让听觉和视

觉的结合更加自然[7]。例如，农夫山泉的一款传达清

凉口感意境的饮料的包装设计就别出心裁。当人们打

开瓶盖时，总会听到一声短促而响亮的声响，这种听

觉上的触动，恰恰与其所要表达的清凉爽快之感吻

合，以至于每当听到这种声响，人们总是会在脑海中

迅速浮现出农夫山泉的形象，想起那款饮料带给人们

的清凉感觉。又如德芙巧克力的广告设计同样将听觉

进行了完美的艺术处理，将巧克力变成的音符巧妙地

组成了流畅又动听的旋律，展现出了联觉的魅力，让

人一时竟分不清是视觉的感染还是听觉的促进。在这

种美好的感官体验中，德芙巧克力那种顺滑的口感仿

佛已经进入了人们的味蕾，品尝到了那种甜蜜的品

质，让人难忘。 

3.2  触觉的强化 

触觉的特点在于更加真实，往往直接作用于人

体，借助信息的交互传递，增加人们对信息的认识。

这样的体验，有着视觉所无法实现的艺术效果，尤其

当触摸到不同的表面时，会带来不同的触感，从而使

事物的形式与内容变得更加饱满而独特。因此，在当

前的视觉传达设计中，触觉也与听觉一样，并且触觉

已经开始与视觉相结合，呈现出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事实上，应用触觉设计最多的视觉传达领域当属

书籍设计[8]。在追求创新的时代，市面上的书籍设计不

断推陈出新，其整体的设计无论是选材还是工艺、形状，

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与改进，而这也恰恰迎合了读者对

书籍的审美需求，实现了更加多元的艺术表达[9]。单

从材质的革新看，以往多采用纸张的形式已经逐渐被

淡化，各种塑料、皮革、布料、丝织品甚至金属、化

纤等都已经成为书籍设计中的可选材质，设计师所追

求的正是丝绸的轻薄带来的浪漫愉悦之感，厚重的金

属产生的稳重、坚实的感觉，以及全透明的材质给人

带来的大方、直白之美。这是因为仅有漂亮的封面是

难以深刻吸引人的，优秀的材质具有的触感更加强化

了设计效果，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使用体验。例如，立

体书籍在制作过程中就对触觉进行了升华。读者打开

书本的那一刻，强烈的画面感配合立体的造型，瞬间

使读者走进其中，在书籍所营造的氛围中感受到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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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满足审美的需求并感受到真实的触感，这就

是触觉的魅力所在。另外，在儿童书籍的封面设计上，

可以适当创新，用更加特殊的材质带给儿童独特的肌

理触感体验，这也是书籍设计中必须重视与注意的。 

3.3  嗅觉的延伸 

嗅觉可以作用于人的神经，让信息更好地被接

受。这一点在视觉传达设计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恰当

地运用嗅觉，可以增强产品的特色和创造力，给予人

们更多美的享受，提升文化的认同度和接受度，从而

提高整体竞争力[10]。更加独特的是，这种味道能够给

人深刻的印象，引发回忆，让人在不经意间形成一种

思维定势。而这正是视觉传达设计应用嗅觉的缘由所

在。比较直接的运用体现在香水包装设计中，因为很

多香水如果直接打开去闻很容易使人感到味道过于

浓烈，有的甚至会因此产生相反的效果[11]，所以一些

香水品牌在包装设计中常常会通过巧妙的处理，让消

费者轻轻闻一下香水瓶即可了解到内部香水的味道，

而不至于形成反作用。当然，嗅觉的应用有时并不一

定真实存在，完全可以是一种形象化的艺术表达，借

助视觉与嗅觉的相互作用，实现理想的艺术效果。例

如，宝洁公司的一则洗发水海报设计就用淡黄色代表

芳香味道，天蓝色代表清爽感觉，浅绿色代表绿茶香

味，这样的展示既形象又直接，让人仿佛闻到了其中

的独特芬芳，更加便于选择和购买。 

3.4  味觉的升华 

味觉体验的加入，让产品在人们的记忆中形成了

多方位、多角度的形象，有利于深入认识与了解产品[12]。

基于此，视觉传达设计同样对味觉进行了艺术化的升

华，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突出表现在以消费

者最直观、接受最快的色彩为信息载体进行味觉的表

达，传递各种味觉。一般而言，明度越高的色彩越能

表现轻感、软感，明度越低的色彩越能体现重感、硬

感。比如，深红、大红多用来表现甜味重的食品，橙

红来表现甜味较淡的食品，而甜味适中的食品则用朱

红表现等。同时，包装图案也是味觉表达的重要元素

之一。方形、三角形的图案会给人冷、硬、脆、干的

感受，而圆形、半圆、椭圆的装饰图案会带给人暖、

软、湿的感受。另外，不同的材质也可以带来不同的

味觉解读。例如一款儿童糖果包装就将塑料软管作为

材料，打破固有的设计思维，将包装设计成与牙膏的

外包装近乎一致的形式，并配上了活泼可爱的卡通形

象，再用文字“挤着吃”进行鲜明的食用说明。这一包

装中的塑料软管呈现了泡泡糖柔软、细腻的质感，尤

其是在“挤着吃”的过程中，更加印证了材质与设计所

带来的味觉效果，迅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并让人

不免心生喜爱。虽然不同食品包装的造型与材质存在

差异，呈现的整体质感有时也会影响人们对食品味道

的判断，但是相对而言，那些拥有别致造型的包装的

确更加具备味觉感，能够给人带来更大的诱惑力[13]。 

4  结语 

在未来的视觉传达设计中，信息的传达并不是单

个感官体验的作用，也不是一两种感官的参与，而是

更大意义上的多种感官的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忙碌

的生活已经让人无暇深刻地思考视觉传达设计作品

的各种深刻又隐蔽的表达，反而综合了听、嗅、味、

触等元素的多种感官表达更能触动人们的内心，帮助

人们在短时间内迅速明确产品信息，获得更加明确的

判断。因此，在日后的视觉传达设计中，设计师必须

认清实际，对各种感官元素进行艺术化处理，充分发

挥多感官表达对视觉传达设计的作用，并以此为突破

点，实现视觉表现和受众接受效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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