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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为探索情感化设计在社区营造中具体应用策略，立足情感化设计理论，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调查

法和学科交叉法，以良渚文化村社区为例，分析唐纳德情感三层次理论的本能水平、行为水平和反思水

平设计在良渚文化村社区营造中的层次应用逻辑。得到良渚文化村社区营造经历的三阶段——“陌生人”

共识：从本能设计层面实现居民情感体验；“半熟人”共生：从行为设计层面实现居民情感交融；“熟

人”共治：从反思设计层面实现居民情感延续。总结出情感化设计在社区营造中具体应用策略——首先

以形式设计传递社区文化价值，其次以交互设计满足居民需求促进社区人际交往，最后以人文设计激发

社区情感共鸣，从而一步步拉近邻里关系，组建“熟人社会”自治的和谐健康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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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emotional design in community 
build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sign, literature research, case study, and interdiscip-
linary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hierarchical application logic of Donald’s three-level emo-
tional theory, including instinctive level, behavioral level, and reflective leve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iangzhu Cultural Village community, taking the Liangzhu Cultural Village community as an ex-
ample. The three stages of community building experience in Liangzhu Cultural Village—“str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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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nsus: achieving residents’ emotional experience from the level of instinctive design; symbi-
osis of “semi familiar people”: achieving emotional integration of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design; co-governance of “acquaintances”: achieving the continuity of residents’ emo-
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flective design. Summarizing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emotional design in community building—first, convey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community through 
formal design, secondly, promot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y meeting the needs of residents 
through interactive design, and finally, stimulate emotional resonance in the community through 
humanistic design, thereby gradually connecting neighbors and forming a harmonious and healthy 
community with “acquaintance society”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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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生活的居民所组成的地区性社会共同体便是社区，它是人与人之间产生生活

交集的重要场所。近些年社区面貌随时代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基本的“人情味”核心逐渐遗失，社

区不再是从前的“熟人社会”，而是由许多异地住户组成的“陌生人”社会，邻里之间的关系极其淡化，

曾经房前大树下邻里间的欢声笑语、小孩的追逐打闹、日常的“礼尚往来”都不见了踪影。现在人们日

常精神的高度紧绷，需要在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寻找慰藉，而一个充满温情与爱意的社区既可以满足居

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又能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滋养。因此，当下对社区的邻里关系进行营造形成和谐幸

福的邻里生活进而促进社区正向积极的发展成为重要焦点。 
情感化设计是一种特殊的物化设计，以情感作为设计的发力点贯穿设计全过程，以激起人们的情感

共鸣达到设计的社会性意义。上海天平社区将情感治理融入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再造，依托社区名家效应，

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各类文化活动中增加他们的互动与情感交流，从而使他们在消除陌生感的过程

中逐渐形成情感联结和社区认同[1]。上海的创智农场以儿童的种植体验与自然教育为切入点，设计一个

以使用者为本的公共空间景观，重建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重构居民间善意和信任的关系，从

而重建人们的社区归属感[2]。 
那么情感化设计理论下的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是什么？如何立足情感化理论用艺术设计推进健康、

和谐和幸福的社区营造？本文立足良渚文化村的社区营造，具体分析情感化设计在良渚文化村社区营造

中的层次应用逻辑，探索情感化设计在社区营造中的具体应用策略。 

2. 理论视角和研究框架 

2.1. 基本概念 

谈到情感化设计便要先解析“情感”，何为情感？情感是人在接收外界的刺激后在心理产生的评价

和体验。也可以理解为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存在价值的内在感受，而这种感受可能是正向的或负向的，会

在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活动，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景之间的关系上起着重要调

节作用[3]。唐纳德·诺曼的《情感化设计》从直觉心理学的角度将人们对设计的认知分为三个层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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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水平的设计——外形；行为水平的设计——使用的功效与乐趣；反思水平的设计——个人的满意度、

记忆与情感[4]。 

2.1.1. 本能水平的设计 
本能水平的设计与人们最基本的条件反射——感官的直观反映有关，讲究即刻的情感效果。人们的

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等这些感官，在面对设计实体时，最先做出直观的反应和评价，留下最初的第

一印象，在设计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诺曼在书中谈到“本能水平的设计是大自然所做的事情”，没有其

它因素的干预，单纯靠设计的外形，如造型、色彩、材质等，对人的感官做出刺激，从而完成基础设计。

这个水平的设计较为常见，如公园中色彩艳丽的花朵、道路上的红绿灯、路边的广告牌等，他们用明亮

的色彩、夸张的造型、诱人的味道做出本能水平的设计，置于人们面前，静待人们的反应，不同的人们

对此会产生不同的感官体验，生出无意识的情感，引导他们与设计产生后续关系变化。 

2.1.2. 行为水平的设计 
设计的使用乐趣与功效是行为水平设计的出发点，诺曼指出在这一层次上的设计首要关注设计的效

用。当设计的趣味性吸引到人们并以其效能与人们产生交互，并且这种交互是有用的、流畅的、符合预

期的，人们会从设计的效用中获得快乐和满足。如若设计仅是有华丽或是奇异的外形而不具备实际可用

功效，只能得到即刻性的关注，而无法激发人们想要长期体验以及拥有它的欲望，人们自然也很难在行

为的过程中强化情感。所以成功的设计离开不行为水平的设计，关注人们的真正需要，从设计的功能、

可操作性、易懂性以及物理感受(人们的身心感受)这四个方面完善行为水平的设计[5]，在本能水平的设

计基础上加强人与设计的关系，在进一步的使用体验中感受设计的乐趣与效能，强化情感。 

2.1.3. 反思水平的设计 
设计的意义——是否可以引起人们的记忆和情感是反思水平设计的重要关注点。本能水平的外形设

计和行为水平的效用设计是较为物质化的概念，相较于这两者，反思水平的设计就要抽象的多，它从前

两者的实际物能上升到了思维层反思，在这一层次设计上非常注重人们的意识、思维和情感，同时也只

有在反思层上才会产生情感认知的最高水平。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层次的设计是基于前两者的设计，通

过设计的外形记忆起过去的快乐瞬间，或者在使用设计的过程中产生了愉快满足的情感，带来精神的慰

藉，产生正向情感认知，这是设计对人们情感思维的影响，前两层设计的情感反馈累积在反思水平这一

思维层上迸发出情感的潜在影响力。 
本能水平、行为水平和反思水平的设计是合作并列的关系，也是逐渐递增的关系，他们都以使大众

感到舒心与轻松为最终目的。社区作为现代人生活的基本场所，情感化设计赋予社区情感导向，从而促

进居民对社区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主动积极的参与到社区生活与活动中，自觉为建设健康和谐的社区

做出努力。 

2.2. 分析框架 

面对社区营造的种种困难，情感联结能起到调节和润滑的作用。在社区营造中通过融入情感化设计

——根据居民的需求层次来重构室内外空间，用对不同层次情感需求满足的递进来促进社区认同感，实

现社区情感的内生发展，从而形成拥有强凝聚力自治健康和谐的社区。 
本文主要根据上面的情感设计的三层次理论，首先是本能层感官的直接刺激，用最具特色的外显设

计吸引人做出先天的条件反射，从而使人与地产生情感体验；行为层通过交互行为的设计，如共享厨房、

无动力设施乐园、共治花园等，人们聚集在这些能给人们带来行为价值的活动中交流合作，产生情感交

融；反思层强调通过前期人们需求层次满足的递升，给人们带来共同的记忆，唤醒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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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中有真正的“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由此社区中共同生活的居民组成一个“大家”的熟人社会，

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自治友爱的社区(具体分析框架见图 1)。 
 

 
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diagram 
图 1. 分析框架图 

3. 情感化设计在良渚文化村社区营造中的层次应用逻辑 

良渚文化村社区位于浙江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毗邻良渚古城遗址，良渚文化、名人故事都在讲述

着这个社区的文脉记忆，揭示这个社区的前世今生传奇。然而，近年来随着居民思想观念、交流方式、

生活方式不断改变和流动人员不断增加，良渚文化村这样一个新型城市化的社区中出现社区治理上对行

政命令的依赖、居民关系上交往和交流缺乏等的问题。事实上，社区治理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关系协调和

积极社群的达成[6]，良渚文化村的新型社区营造正是从这一点介入，针对不同阶段的社群关系，做出不

同情感水平的设计，从而实现了社区的居民关系从“消极陌生人”到“积极共同体”的正向演变，达成

了一个基于情感联结的和谐自治社会共同体。 

3.1. “陌生人”共识：从本能设计层面实现居民情感体验 

良渚文化村，它通过开启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的直接对话，吸引了一批批人定居于此。初始阶段居

民间充满陌生与距离，急需有特色的外形设计吸引居民产生人景互动行为与人群集聚。良渚文化村深挖

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给这个地方设计了独特的外衣，以良渚文化为主题，整体景观以山水为特

色，打造诸多休闲滨水空间，开阔的水景、新鲜的空气，樱花香味等，多感官享受吸引人们驻足于此。

在社区的景观打造上，融入独特的“精神地标”，征集 100 句居民的心声、制作 100 块居民声音的地砖，

把居民们对良渚的美好愿景以金属砖的形式植入到村民大道中，使居民听到、看到发扬社区文化。这些

外在的基础设计，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感觉全方位刺激居民，在本能无意识的情况下对社区留

下正向的情感体验。 
人们在好奇心与新鲜感的驱动下碰触设计，从感官的本能行为再到感知的顺序体验设计，或触或嗅，

或躺或坐。不同的人群在这其中产生不同的情感，或满足、或快乐、或轻松、或不安，这些无意识的感

知是人们内心最直观的想法，也是最浅显的一层即刻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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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半熟人”共生：从行为设计层面实现居民情感交融 

良渚文化村随着社区营造的进一步拓展，物理场域的持续发力，开始着眼于把宅在家里的居民聚集

在一起，依托“良渚文化”等本土文化资源开发设计多种活动空间，聚集居民参与到活动中。室内公共

空间有良渚食街居民食堂、影音室、共享书房等，室外空间设计研学农田景观、无动力互动设施、社区

中心多功能广场等。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参与为主要目的，用这些既有美感又有使用功能的空间为居民

搭建互动平台，使他们在活动中自然地拉近交往距离。社区的共享农园，利用共治景观和可食地景的设

计，提高居民参与度，改变大家对于社区花园的既定印象。大部分种植果树、香草、蔬菜和乡土植物，

旨在还原田园乡村的自然风貌，收获瓜果蔬菜，吸引很多的家庭参与，并由此为纽带联结彼此。社区的

“村民学堂”有 10 大版块、共计 60 门课程，涵盖人文艺术、户外运动、家庭亲子、手工实践等课程。

因为志趣相投，很多居民在一起学习交流，久而久之邻里关系更亲密了。 
这个阶段是调研分析社区居民的需求，分成不同社群，再针对这些不同社群，设计其需要的功能空

间，使他们共生在这个限定空间里，产生这个空间所引导的行为进而延伸到居民的情感交流。行为水平

的设计重点是设计的乐趣和效能，以此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并传递情感，在不经意间牵引使用者，通过行

为的延伸达到居民间情感的传递。 

3.3. “熟人”共治：从反思设计层面实现居民情感延续 

随着社区邻里之间关系的亲密和谐，社区联结越来越紧密，“陌生人社会”正演进为一个“熟人社

会”。长久的活动中社区文化悄然生长，居民对社区形成的认同和归属感，常年以来形成强大的文化凝

聚力，使他们自发地共治这个大家庭。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刻在社区客厅——玉鸟流苏广场上的《村民公

约》，这个由居民自发制定的公约板，不仅是公共景观，也是社区的文化宣言与身份标识。居民们还自

办杂志《万科家书》，自发成立了三十多个社团、书店、“村民学堂”，提升社区文化素养。此外还有

一些具有领导力的“社区能人”活跃出来，大家在这些“社区能人”的组织下按照共同制定的社区精神

共治社区，共同更好地为社区建设服务。一系列由“社区能人”发起的活动让邻里关系回归温度、味道

和色彩，也让社区既有乡土式熟人社会的特点，又有现代化公共自治的理念。 
在这个“熟人”共治的阶段里，需要反思水平的设计推动。反思水平的设计是一种高级思维活动，

用人的思维对设计的效力，将抽象的认知情感用具象化设计表现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是人们思维和

情感的交融[7]。反思水平设计常发生在本能水平设计的观察与行为水平设计的使用体验后，对设计消化

后所做出的联想，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追溯到以往的回忆并进行重新评估，在人的内心引发自我认知和

情感共鸣。邻里集市、邻里晚宴、邻里年夜饭，这些具有浓厚家庭情感色彩的生活场景在现在的社区中

再现出来，更加热闹的氛围，与过往的记忆重叠，实现居民情感的延续。 

4. 论情感化设计在社区营造中具体应用策略 

4.1. 以形式设计传递社区文化价值 

“精神的缺失，千篇一律的大建筑、高地标、宽柏油路使现在的社区没有自己的特色，难以使居民

对其产生归属感，社区的发展需要一个全新的媒介来营造社区价值[8]。”通过在社区中建立具有地域精

神文化的艺术设计，提高居民关注社区历史文化的自发性，加强居民对社区的认识和理解，培养居民对

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一个社区的精神文化不仅可以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上体现，也可以通过独特的具

象化设计表现，人们可以从这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具象化设计的解读中感知社区形象[9]。《情感与形式》

中描述：“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在邻里关系处于陌生阶段的社区，通过对社区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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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历史人文的提炼与抽象形成形式感，给与居民感官上的刺激，本能的对空间形式结构做出直接感

受，提取到社区核心价值。 
良渚文化村充分利用其优良的地理环境，用“竹林”、“闲径”、“烟云”、“幽山”设计元素打

造极具归隐意境的社区景观，宣扬良渚文化村的独特的田园风光和宜人的社区环境。台湾桃米社区以特

有的青蛙资源打造自己名片，青蛙的形象设计出现在村中的各个角落，形成生态传播符号[9]。“粟上海”

社区美术馆的彩虹廊道，由刘海粟美术馆和江苏路街道共同设计，取刘海粟之“粟”与塑造之“塑”谐

音，色彩鲜艳的彩虹织线缠绕在室外走廊的轮廓上，会有声音和光影的变化，创造出轻松愉快有趣味的

氛围。通过本能感官的吸引，形成社区极具特色的记忆点，人们在这样一种互动的氛围中慢慢聚集，产

生交流。依托社区文化从听、嗅、触、摸以及感觉的外在形式进行创作与表达，传递社区文化价值，更

容易在情感上激起居民的共鸣，产生基本的情感体验。 

4.2. 以互动设计促进社区人际交往 

日本社区营造专家山崎亮在谈到社区营造时这样表示，“比设计空间更重要的，是连接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10]。在人与地之间建立起基本的情感体验后，应该转而像在这块地上共生的人——居民了。艺

术设计要通过对空间的设计与改造，转变到与人连接的探寻，这正是行为层的情感设计引导行为拓展到

情感交融的应用。人们可以参与的互动设计正是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它为居民的日常交往开拓了可能性，

也加强了人与人的联系，促进彼此间的认同。良渚文化社区的共享农园正是互动设计促进居民日常交往

的例子，还有刘悦以及他的四叶草堂团队的创智农场也是典范。创智农场将荒废了 13 年的建筑工棚改造

设计成社区“一米菜园”，还加入了互动园艺区和公共农事区，吸引了很多社区家庭的参与，共同设计

这个花园的后续成长。现在通过不定期举办趣味讲座、手作工坊、夏令营活动，不断促进人与自然的联

结，以及人与人的互动。在居民参与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邻里之间交往的快乐，看到了社区和谐健

康发展的价值，意识到居民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创智农场从起初的废弃荒野之地到现在欣欣向荣的模

范社区，凝聚着社区邻里间的力量。这种互动参与式景观设计体现了互动设计作用于社区的力量。 

4.3. 以人文设计激发社区情感共鸣 

社区作为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园，不仅仅是居民日常生活活动的共享空间，更是居民在记忆与情感上

的联结。本能层次和行为层次的设计使社区邻里间熟悉起来，建立一定的邻里友谊，但是还欠缺着最后

经过思维活动产生的人文情感的牵绊。这种人文情感通过反思层次的思维过程化为脑海中的记忆——“记

忆不仅是一种个体认知现象，它同时是连接个体与家庭、群体、宗教、文化的主要因素”[11]。人们之间

紧密稳固关系的建立与维持就是靠彼此间的共同记忆，同一地区的居民既对过往历史有共同的记忆，也

可以通过特殊事件创造共同记忆，由这些共同记忆形成情感共鸣，组建社会网。 
良渚社区将百句居民声音刻在地砖上，有人经过便会触动声音播放，这些真挚自然的原声赋予社区

温馨的人文记忆。阿涅斯·瓦尔达与 JR 所做的公共艺术《脸庞村庄》也是以人文设计激发社区情感共鸣

的典范。两位艺术家走进社区，拍下他们最自然的生活状态，印有每位居民生活状态的照片被张贴在社

区中，从辛苦劳作的社区送奶工、邮递员等到房前屋后的牧羊人、土地劳作者，每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就

这样组成了社区的人文记忆。每当居民看到这些作品，就会想起社区的人文历史和居民间的联系与牵绊。

社区便从物质空间变成了有情感的人化空间，人们的共同记忆在这个场所下被一遍遍加强，彼此间的情

感共鸣也被强化，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一遍遍被加深。 
人人既是参与者也是创作者，这种人文设计牢牢的组织好社区这个“熟人”社会人情网，在这种对

社区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驱使下自发共同治理好和谐健康的社区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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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在现在的社区营造中，重点不应该仅是对居住环境的改善，更要关注社区主体——居民之间的情感

关系。情感化设计从设计情感的三个层次方面步步推进生活在社区这个地域的居民的情感构建，从本能

层的形式设计到行为层的交互设计，再到反思层的人文设计，先使居民对社区空间外显的设计产生即刻

情感体验，再到人与设计的交互过程中由设计效能的激发居民满足感、幸福感等有意义的价值的产生促

进彼此间情感的交融，最后在前两者基础上打造共同记忆形成抽象的思维上情感的累计，达到社区居民

间的情感延续。情感化设计视角下的社区营造既要立足于现实情况，满足居民基本的生活需求，更要关

注人文情感上的营造，最大程度的形成和谐幸福的邻里生活进而促进社区正向积极的发展，从而使社区

更加具有活力和凝聚力。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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