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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庞蒂身体哲学视域下的体验设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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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梅洛·庞蒂的“知觉在先”、“空间身体”、“动态身体”以及“身心合一”的身体哲学思想的影响，现代体验
设计呈现出感官性、情境性、交互性以及情感性特征。现代设计由以“物”为核心开始转向以“人”为核心，关注人身体的

体验设计将成为未来社会设计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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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来临，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使得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自身，“回到人的身

体”并重视生活体验带给个体的感受已引起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一种注重人的体验交流和暗示的

“体验设计”应运而生。谢佐夫最先提出了体验设计的概念，认为体验设计是将消费者的参与融入设计

中，以服务为“舞台”、以产品为“道具”、以环境为“布景”，使消费者在商业活动过程中感受到美好的体

验过程。体验设计源自个体的心境与外界的互动，是个体在形体、情绪、知识上参与的所得，因而任何两

个人的体验都不可能完全一样。

作为一种新的设计方法，体验设计反映了在哲学思想发生转变的影响下一种新的设计观念的流行。

在现代生活中，身体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尼采到弗洛伊德，再到梅洛·庞蒂、米歇尔·福柯以

及舒斯特曼，他们都为现代身体社会的到来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开启了哲学研究的“身体转向”。当今

时代，身体本身的意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它以各种形式活跃于社会生活的每一片肌理中，也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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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了设计领域。尤其以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思想最为突出，在他的代表作《知觉现象学》中，梅

洛·庞蒂主要讨论了身体与被知觉世界的关系。在书中，梅洛·庞蒂虽没有界定“体验”的含义，但从

他反复使用“体验”、“知觉体验”和“身体体验”３个概念可以看出，他是把“体验”理解为“内在地与世
界、身体和他人建立联系，与它们一起，而不是在它们旁边”［１］１３４。在他看来，只有回到身体与知觉，回到

对世界的原初体验，才能够更深刻地揭示我们的生存体验，更本真地贴近于多姿多彩的现实世界。我们

不妨以梅洛·庞蒂为例，来研究身体哲学与现代体验设计之间的关联。

１　“知觉在先”的感官型体验设计
梅洛·庞蒂认为知觉是意识的原初样式，最原初的意识样式是知觉而不是思维。身体为我们提供

了一种“初生状态的逻各斯”［２］３１。人首先是以身体的方式而不是意识的方式和世界打交道，是身体先

“看到”、“闻到”、“触摸到”了世界，它是世界的最初见证者。这个原初的世界是用知觉来触及的 ，“正

是用我的眼睛注视，我才达到了真正的事物”［３］１１，他强调“知觉在先”，是希望人们首先回到被知觉到的

世界中来。按照梅洛·庞蒂的观点，世界的存在首先是感性的存在，世界的感性存在是思维、科学和精

神存在的“根”，因此我们首先不是通过理性思维，而是通过身体的知觉感知来认识客观世界的。

我们可从梅洛·庞蒂“知觉在先”的身体哲学思想重新审视现代的设计理念。人作为感性存在物，

势必会用一种感性的话语方式表现自己的存在。所以人在接受外界信息时首先接受的是感官刺激，而

不是理性的信息。因此，五感设计在当今设计中不断地被发掘和重视，日本国际平面设计大师原研哉先

生在《设计中的设计》一书中提到，“人的五官、五感是很喜欢受刺激的，能够让五感愉快的讯息，必定是

愈多愈好……虽说是专门搞平面设计，但当然不只注重于视觉，而是要有综合触觉、嗅觉、听觉、甚至味

觉察觉丰富的感觉世界，充实这个世界的技术”［４］７１－７３。由他的设计观念可以推导出，我们对于事物的

认知和行为都是由各种感官协同合作完成的。这与梅洛·庞蒂“知觉在先”的理论不谋而合。

原研哉先生把“视、听、触、嗅、味”的五感经验和日本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合于设计之中，充分体现了

感官型体验设计的精妙之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设计的长野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节目册。为了使观

者能有一种冬季的体验感，他特意和造纸厂合作，研发出一种新的半透明纸张，并采用了特殊的压凹和

烫透工艺，使节目册上的部分文字凹下去，呈现出了雪的凹陷和冰的晶莹的“冰与雪”的效果。图片不

仅给观者视觉上的记忆、触觉上的刺激，还仿佛能听到踩雪时咯吱的声音，品尝到冰雪的味道，让人有一

种身临其境的体验感。此外，日本著名的产品设计师深泽直人在果汁包装设计中，借助静电植绒等工

艺，将果汁的传统纸盒及铝罐包装替换成具有真实水果般触感的外包装，香蕉果汁包装运用哑光的纸质

加上黄绿的渐变色彩；草莓果汁的包装则是具有凹凸感的红色外表；而猕猴桃果汁的包装大胆使用了毛

茸茸的粗糙材质。购物者手握包装就如同触摸到刚采摘的新鲜水果，甚至让人产生对果汁味道的丰富

联想。这个创意设计可谓“五感设计理论”的运用典范。此外，五感设计的理念也拓展到了产品设计、

景观园林设计等诸多领域。正如梅洛·庞蒂的“知觉在先”所示，身体的“五感”是最先接受外界信息的

主体，但是彼此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视觉主导下多种感官形成的综合感知。“五感”创意在现代

设计中的应用，可以带给受众更多元的感官体验，从而达到更全面的信息传达效果。

２　“空间身体”的情境型体验设计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了“身体图式”的概念，它是一种表示我们身体在世界上存在的

方式，是本己身体的空间性。“我的身体图式不是客观位置的空间性，而是情境中的空间性”［５］５６。他认

为一切感觉都是空间的，任何感觉都必须以某种共存的环境或共存的场为前提，身体的空间性是一种处

境的空间性。“我有在同时性中和在连续性中相互蕴含的和相互结识的一种体验的流动”［１］３５７，身体空

间的发生过程简而言之就是现实世界的事物通过其组合而规定了某种情境，一种要求某种生存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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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这个要求也就是身体“处在”存在而需要面对的任务，即作为“意向之线”中段的现象身体因一种

情境的召唤，而在其面前设置了一个自由空间的“投射”。这样使得原来不存在的物体而呈现出存在的

样子。这就是梅洛·庞蒂哲学中不断还原的过程，揭示了我们的“在世界中存在”的生存结构，以及人

与世界的双向相互交织的关系。

梅洛·庞蒂的“身体空间”理论有助于我们对现代设计的身体空间性加以重新认识。纵观世博会

展馆设计的演变与发展，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设计对于空间身体的觉醒。早期的展馆设计大都是静态

的视觉展示空间，观众也都是被动的视觉信息接受者。但是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大量的情境型体验设

计开始运用于世博展览中，观众和展示之间的距离被打破，静态封闭的展示空间被动态而开放的空间所

替代，并强调观者的参与互动。观众不仅可以接触展品，更有可能成为展示品的一部分，人的身体完全

沉浸在周围的环境之中。在这里，设计师往往需要在精美的形式外衣中整理出一个合理的叙事结构，这

个故事是否引人入胜是激发体验的基础，情境式设计中的体验是空间与观众情感碰撞后产生共鸣的结

果。在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中，瑞士馆便大胆地将缆车运用到场馆中，并以此作为纽带，把瑞士馆的城市
与自然空间连接起来，将瑞士风景最大限度地浓缩在短暂的缆车旅行中，使观者的身体空间融入到独特

的风景中，体现“城乡互动”的主题。日本馆则将传统的舞台表演与多媒体影像巧妙地相互融合，使传

统和现代激烈地碰撞，围绕中日合作保护朱
$

的主题，上演了一场现代感十足的传统戏剧，使观众的身

心都体验到了“心之和、技之和”的情境主题。此外，还有“种子圣殿”的英国馆、“快乐街”的荷兰馆、

“和谐城市”的德国馆都给观者带来了难以忘却的情境性空间体验。正如梅洛·庞蒂所言：“身体图式

不再是在体验过程中建立的联合的单纯结果，而是在感觉间的世界中对我的身体姿态的整体觉悟，是格

式塔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完形’。”［１］１３７也就是说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并不是割裂开来的，而是整合的有

机体。情境型体验也是人的身体空间与客体环境空间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后，从而对其产生的整体

性心理意识。

从世博会的展馆、展陈、展品“三位元素融合”观念拓展到商业空间设计可转化为：空间、展示与商

品的融合。以现在日趋流行的体验式专卖店为例，传统设计的展柜展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

虚质空间与实体商品互相渗透，彼此的界限根据展示功能的需要自由变化。之前那些与商品展示不相

关的事物，如气味、声音、时间，甚至人的行为，现在转变成有一定意味可被传达的媒介，使人的身体空间

与环境空间发生关联。例如苹果、三星等各类商品体验店的设计就是典型的情境设计空间。在此类设

计中，空间与商品相互渗透、引入虚拟元素、塑造表情气氛等多种手法，其目的就是通过“体验”来传递

信息，使顾客不只是“观众”，也是“参与者”。梅洛·庞蒂认为，身体之所以能参与、融入周围环境，是因

为身体有一种环境意向性，而这种意向性是以个体在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和需求为导向的。因此情境型

的体验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人们受到外界刺激而产生的内在反应，这不仅要求引导人们高度参

与，还需要适当的环境来激发其内在情感，而这种特殊的心理体验是通过空间、氛围加之人们的参与互

动创造出来的。身体作为展示的一部分参与其中，与商品信息载体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从而达到身、心、

境高度融合的情境体验。

３　“动态身体”的交互型体验设计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写道：“处境没有对我隐瞒，它不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必然性在我的周

围，事实上，我不是像盒子里的一个物体那样被关在处境中。我的自由，我作为我的所有体验的主体具

有的基本能力，就是我在世界中的介入。”［１］４５３他认为身体的空间性是在活动中实现的，身体不是被动承

受，机体与环境的关系不是单向传递，而是环形互动。在他看来，知觉不再是封闭于内在意识，而是开放

于具体的、具有丰富感性体验的身体；不再是封闭于外在物理世界，而是开放于人的活动、人的文化世界

和自然世界的互动之中，身体间性是开放的、可逆的、主动与被动交织的存在的肉身结构。因此，交互主

８５



第１８卷 汤新星，等：梅洛·庞蒂身体哲学视域下的体验设计

体现象是人存在的本真状态，身体的“主体性”就是一种交互主体性。

不难发现，梅洛·庞蒂的动态身体的哲学观念与现代交互型体验设计观念有着诸多的相通之处。

自１９９０年比尔·莫格里奇提出交互设计概念以来，交互设计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交互设
计的产生标志着从传统工业产品到交互式产品的转变，从单纯的“使用”到“交互”，从以往的关注“质

量”到关注“体验”，强调了一种人机互动的行为模式，更强调一种身体行为的过程。交互设计研究的重

点就在于用户与产品交互过程中所产生的生动体验，而这种体验的产生必定是以“身体”作为场所的。

以互动广告为例，它是指所有互动形式的广告。在当今这个数字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大数据时代，

越来越多的媒体互动形式给广告带来更多的空间。在虚拟影像中，使用计算机形成的视觉、听觉、触觉

等感官世界，让用户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沉浸感”，娱乐化和游戏化的广告成为了新媒体技术下的一

种新型的广告形式。由Ｍｅｄｉａｌａｎｄ公司设计的台湾ＮＩＫＥＤＵＮＫ户外体感互动墙，采用虚拟技术手段设
计出球架、球筐和两只投篮的手，体验者要想让篮球投入篮筐，需要举起自己的双手，虚拟地完成抱球、

跳跃、投篮等动作，此交互广告引来路人的广泛参与，并乐在其中，全身心地感受到了与篮球明星一起投

篮的激情，并且增强了广告传播的娱乐性与亲和力。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最繁华的地带出现了大量的

“互动式”广告。正当过往游客饶有兴趣地欣赏各类广告时，忽然发现自己的身影出现在硕大的广告屏

幕中，和广告人物共同组成了画面的故事，于是很多游客开始新奇地向广告画面招手、跳跃、探寻画中的

自己，这一有趣的场面不断吸引了更多游客的加入，并且画面是非连续性的出现，游客的画面在广告中

时而上演，时而消失，这种戏剧性变化使得观众的情绪也是高潮迭起，游客与广告融为一体，并获得了长

时的感官和情感的记忆。交互设计之所以在人机界面、产品及展示设计等诸多领域得以广泛流行，是因

为在此类设计中，人的身体可以通过跟产品及环境进行动态交互，不仅最大限度满足人的欲望，还使人

的身心都获得了一种愉悦的体验。

４　“身心合一”的情感型体验设计
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告诉我们，身体具备思维的特性，思想是一个有肉身的心灵，灵与肉、主与

客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在一种“感性存在论”基础上对主体与客体的重新思考，梅洛·庞蒂

说：“主体的统一性或客体的统一性不是一种实在的统一性，而是一种在体验界域中推定的统一性。应

该在主体概念和客体概念之内重新发现我的主体性的事实和初始状态的客体，作为客体概念得以产生

的原始层。”［１］２４０因此说，主体和客体都通过知觉而处在一个开放的、可逆的界域中，在知觉的世界中，每

时每刻都是心灵和身体纠缠在一起的一种世界的再创造和意义的再构成。在梅洛·庞蒂那里，身体是

一种“双重性”的存在，也即一种整体性的在世存在，这一存在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精神性的，是肉体与心

灵相互交织的整体性存在。这是最彻底的体验，是意义的充分表达。知觉经验的统一性不是一种形式

的统一性，而是一种原有的结构。知觉就是以一种身心统一的整体结构来展开时间、历史和世界的。

梅洛·庞蒂“身心合一”的思想影响到设计领域就是情感设计的出现。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人们

越来越感受到了一种情感的缺失。如何实现从强迫性技术向技术和情感相平衡的转变，成为了一个新

的话题。因此，关注人们身体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的情感型体验设计便日趋盛行，譬如在玩具的设计中

就会比较注重情感因素的注入。日本玩具设计“宠物蛋”，在设计中将宠物的年龄规定为３００岁，人类
的三天为宠物的一年，设计师为了避免失去宠物的孩子过于伤心，就在显示屏上设计了情感化的故事情

节，宠物到了３００岁时，就会离开而去到另一个星球，而他的爸爸妈妈会在那里等待他，儿童在心理上更
容易接受这样的结局。情感化的设计不仅为儿童带来多彩的生活，还能够在心智上给予其正能量的引

导。自１９９６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人们出现了悲观萎靡的不良情绪。为了振奋人心，日本就设计出
了一系列的“治愈系”玩具，譬如可以装在兜里的电子鸡，还有能“与人对话”的声控盆栽和密语娃娃，扮

演着倾听者的角色。此后，日本玩具商又开发出具有抚慰心灵作用的减压玩具。亲切可爱的点头娃娃，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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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阳光照射后就不停摇摆叶片的ＦｌｉｐＦｌａｐ盆栽。还有捏气泡、挤毛豆、无限撕条和手指扣扣乐等。这
些减压玩具都很好地契合了人们强迫症式的宣泄需求，并使人们的身心得到解压后的放松。最后我们

再次回到原研哉的一个经典的情感设计案例。他曾经为梅田妇产科医院设计了一系列的导视系统，在

该系统中，他标新立异地用柔软的白色棉质布艺代替传统硬冷的标识牌，用温暖的氛围代替了医院素有

的紧张气息，把设计师对纯净生命的认知融合到了洁白的导示牌中。他通过运用反传统的特殊材质将

医院要传达的情感融合在细腻的布艺标识中。以情入境，又能让受众从细微处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意，

同时也是一种大爱无声、大爱无形的情感表达。在这个高度冷漠的技术时代，情感因素已经成为设计不

可或缺的灵魂，强调“身心合一”的情感型体验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５　结语
梅洛·庞蒂曾经说过：“身体是我们能拥有世界的总媒介。”［１］１４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重视我们的身体，身体的现实语境变得愈来愈重要。此外，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设计的

“身体转向”提供了更多更新的技术支持。体验设计的出现不仅体现了设计方法和观念的“身体转向”，

也表现了在身体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一种新的设计服务理念的出现，设计服务正逐渐从传统的“以物为

导向”的服务形式，向“以人为本”的服务形式转变，设计不再只是一个静态的物品，设计物与受众的碰

撞也不再仅仅停留于视觉的层面。体验设计可以从受众的身心欲望和需求出发，通过多感官的刺激，从

而调动观众的动态参与，人的身体在与设计物的互动中获得一种“身心合一”的愉悦体验，因此可以说，

代表着“身体转向”的体验设计将会成为未来设计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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