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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从视听通感体验出发，结合阴阳文化，设计出能够提升用户体验的阴阳文创交互产品。方法：基

于通感体验三层次移觉式、混觉式、心觉式分别与用户体验中的感官体验、交互体验、情感体验在产品

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的映射，将视听通感转化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应用在文创交互产品的设计方法上。

结果：分别从产品的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进行设计，设计成果丰富了现有阴阳文创产品的形式及体

验层次。结论：文章的研究可以为今后阴阳文创产品设计以及视听通感在文创交互产品设计上的应用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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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Start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udiovisual synaesthesia and combining yin and yang 
culture, we design yin and ya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teractive products that can enhance user ex-
perience. Method: Based on the mapping of the three-level transduction, mixed and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s of synaesthesia experience and the sensory experience, interactive experience and af-
fective experience in the user experience in the product instinct hierarchy, behavior hierarchy and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2070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2070
https://www.hanspub.org/


何星宇 等 
 

 

DOI: 10.12677/design.2023.82070 549 设计 
 

reflection hierarchy, the audiovisual synaesthesia transformation is applied to the design metho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teractive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 experience. Results: The 
design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instinct layer, behavior hierarchy and reflection layer of the product, 
and the design results enrich the form and experience level of the existing Yin Yang cultural and cre-
ative products.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sign 
of yin-yang cultural creation products and the adhibition of audiovisual synaesthesia in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terac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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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感设计是一种从通感理论出发，使用户获得多维而独特的体验[1]的设计方法。视听通感作为通感

设计中最常用的转化方法，为现代文创交互产品设计提供了一种设计思路：借助视觉与听觉为用户提供

多层次的感知方式，进而提升用户体验。在体验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人类的需求正在向情感和精神需

求演变，提高产品的文化内涵和体验价值是确保其竞争力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2]。笔者将视听通感转

化应用在文创设计上，拓宽了用户在文化上的感官体验，进一步加深了用户对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感，是

一种提升文创产品体验价值的有效方法。 

2. 视听通感体验与阴阳文化概述 

2.1. 视听通感体验概述 

通感是单一感官刺激触发其他或多元感觉的心理现象，具体指的是外界刺激作用在不同感官所引发

的感觉之间相互转化的整合体验，其本质是各感官知觉的转化与融合。在不同的感官刺激下，人脑基于

已有认知与经验进行感觉转化与融合的结果会增强人的体验行为，即通感体验可以增强用户体验。 
由于任何两种或多种感官感觉都可以进行相互转化与融合，所以在人类生活中有多种类型的通感。

最近的研究报告表明，视听通感细分为颜色与听觉转化和形态与听觉转化是最常见的两种通感转化类型。

在对自然联觉者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人都有双感官联觉，其中视觉与听觉最为普遍[3]。在通感研究与

相关应用中，由于视听通感最为常见，所以将听觉和视觉信息互相转化是非常普遍的。在色彩听觉通感

中，听到声音，音乐或随机噪声的体验可以生成颜色，纹理和形状。例如，毕达哥拉斯在音乐中建立了

毕达哥拉斯音阶，试图将他的音阶与颜色联系起来。音流学探索了声音振动的可视化，科学地再现了声

音在视觉上的表现形态。视听通感体验加深了用户的感官联结，从视觉与听觉两个感官维度共同提升用

户体验。 

2.2. 通感体验与用户体验的映射关系 

视听通感从多感官角度应用在产品设计中，目的是为了增强产品的用户体验，这一效果正是由于通

感体验与用户体验有着明确的映射关系。艺术活动中的通感涉及情感和想象等复杂形式，依据通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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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不同，通感体验可以分为移觉式通感体验、混觉式通感体验和心觉式通感体验。移觉式指的是感

知感官能够直接感受到材质、形状、颜色、大小等物质属性，由于这些属性有相似性因而在感官接收到

之后能够触发不同感官进而产生意象联系，即感觉能在感官之间传递。移觉式通感与用户体验中的感官

体验相对应并且通过丰富它进而强化用户体验。混觉式通感指的是外界刺激通过物的功能、操作、结构

等引发一个感官感觉，并且同时调用人脑已有的行为习惯与认知经验来引导人的相关感官进行感知与结

合。混觉式通感在多个感官的认知基础上，加入人的心理操作如联想来进行感觉转化与融合进而形成多

维度且整体的通感体验。由于混觉式通感触发点在物与用户的交互，因而它在用户体验上对应的是交互

体验。例如图 1 深泽直人设计的 CD 机，当用户拉下这根线时，CD 机便开始转动，随即播放音乐，用户

首先与 CD 机产生交互，同时调动了脑海中关于开启拉绳风扇的体验，就好像突然吹起的凉风般，音乐

似乎也充溢了整个空间，十分巧妙地提高了用户的交互体验。心觉式通感相比前两者更加强调人的心理

作用，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与抽象性。具体来讲，它抽象出能够代表用户自身文化背景及社会经验的一些

精神、思想、美学的文化符号，使用户超出产品本身进行批判性思考[4]，更加注重用户的主观情感判断，

以便与产品建立情感联系。由于用户在心觉式通感的情况下，倾向于将主观情感融入通感体验之中，因

而心觉式通感在用户体验上对应的是情感体验。通感体验与用户体验的映射关系见图 2。 
 

 
Figure 1. A CD player designed by Naoto Fukasawa 
图 1. 深泽直人设计的 CD 机① 

 

 
Figure 2. A mapping diagram of the three levels of synaesthesia experience and user experience 
图 2. 通感体验三层次与用户体验的映射图② 

2.3. 阴阳文化概述 

阴阳文化是简朴而广博的中国古代哲学，它蕴涵着大自然的客观规律。阴阳文化基本包括阴阳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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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五个方面。阴阳一体，互藏交感。“交感”即阴阳在运动过

程中的相互作用。阴阳对立是指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两个相反的方面。但是相对立的阴阳双方又是彼

此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独立存在即阴与阳互相依赖，每一方都有自己本身作为对立的

条件，这就是阴阳互根。阴阳之间的对立与互根始终在不断变换，但又在变换中达到动态均衡，即进行

了阴阳消长与转化。目前市面上现有的阴阳文创产品一般以太极八卦图为基础进行造型上的演变，产品

多以观赏性为主，交互性较弱。 

3. 视听通感在文创交互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3.1. 视听通感的应用 

视听通感应用范围广泛，在视觉传达、体验设计以及音乐产品相关领域最为常见。在产品或交互装

置中应用视听通感，可以增强情感表达，进一步在情感体验方面满足用户需求。例如“呼吸墙”交互装

置见图 3。该装置综合声光电为一体，将视觉、听觉、触觉做为参与者与装置间的感知通道。通过将虚

拟环境中的呼吸声音与频率以及光效与动效相结合，该装置创建了一个具有多感官通道的三维互动环境，

旨在激发通感体验让体验者感受到交互装置的科技感与活力[5]。光效与动效随着呼吸声的频率不断变化，

将声音信息通过可视化技术视觉化呈现，激发体验者对于呼吸的思考，引发与用户的情感共鸣。 
 

 
Figure 3. “Breathing Wall” interactive device 
图 3. “呼吸墙”交互装置③ 

3.2. 文创交互产品设计 

文创产品不仅是一种抽象文化载体，也是众多文化内容的剪影[6]，可以传达人们日常生活中共享的

情感内在与文化认同，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存在价值。目前，文创产品设计琳琅满目，但是市面

上的文创产品有很多都只流于表面，不仅缺少对文化的理解而且缺少正确的文创产品设计思路。用户对

市场上的文创产品产生了审美疲劳，除了形式以外，用户在产品文化内涵和体验方面也有了新的标准[7]。
在文创产品设计上，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正在运用交互设计、情感化设计等方法，为文创产品赋予更多的

体验价值，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并加强用户与产品之间的互动。视听通感技术的运用也可以丰富用户

与文创产品之间的感官互动，从而提高用户体验和产品互动性。 

4. 基于视听通感的阴阳文创交互产品设计流程 

由于通感体验与用户体验的映射关系，在基于视听通感的文创产品设计中可以依据唐纳德·A·诺

曼将用户体验分为“反思层、行为层、本能层”的原则而展开。本能层是指产品设计在外观上给人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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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印象，属于物质属性；行为层则指用户与产品进行交互的行为属性；而反思层代表用户情感体验

的最高层次，它融合了用户的主观情感态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精神属性，可以让人们在使用产品时感受

到愉悦和满足。“文化空间”模型最早由国外学者提出，它包括内在、中间和外在三个层次。外在层次

指的是文化产品的色彩、材质、表面纹理等物质属性；中间层次指的是文化产品的功能，使用方式等行

为属性；内在层次包含了文化的特殊意义、文化特性、哲学伦理等精神属性。“文化空间”模型与诺曼

的三层次有着共同的产品触点与属性因而可以建立相互转译关系。首先通过对文化空间的外在层次例如

纹样、形态、色彩等提取形成产品的本能层设计，接着通过文化的中间层次即对文化的理解演化成人与

文化的交互方式开展行为层设计，最后通过文化的内在层次对文化所蕴含的文化特性、哲学伦理等较为

抽象的精神价值例如太极八卦、阴阳文化等进行反思层设计。基于通感体验与用户体验的映射以及“文

化空间”模型与诺曼三层次的转译，笔者提出基于通感体验的文创产品设计策略见图 4。 
 

 
Figure 4.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strategy based on synaesthesia experience 
图 4. 基于通感体验的文创产品设计策略④ 

 
在对具体的阴阳文化转译过程中，笔者将视听通感融入进来，并应用上述设计策略提出了具体的基

于视听通感的阴阳文创交互产品设计流程如图 5。该设计流程能够使阴阳文化内涵全面移植到阴阳文创

产品上，带给用户更好的文化体验。 
 

 
Figure 5. Yin and ya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teractive product design process based on audiovisual synaes-
thesia 
图 5. 基于视听通感的阴阳文创交互产品设计流程④ 

4.1. 阴阳文化外在层次转译至产品的本能层 

阴阳文化的产品符号转译主要体现在产品的外在层次，具体转译途径为虚实、正负、凹凸三种表现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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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虚与实 
虚实作为阴阳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是在中国国画艺术当中被大众知晓，国画中的虚实相生其实就

是追求阴阳追根互生的一种方式。“实”即实物，是具象且真实存在的；“虚”则指的是空白，艺术技

巧上称之为留白。虚实应用到产品上则转化为色彩与形态，产品色彩化用了国画中对虚实的处理，往往

采用两种相互对比的颜色一般是黑与白，产品形态则较多采取留白的手法对产品进行造型处理。 

4.1.2. 正与负 
正负在产品视觉上主要以正负形来体现。正负形是由图底关系产生的，在图底关系中，不同颜色的

色块可以被轻易的分别出来划为两部分。划分阴阳的轮廓线成为扭转正负的关键，太极图就是十分鲜明

的例子，完美阐述了阴阳文化中的阴阳一体与阴阳对立。因此正负转译至产品上也通常化用太极图的形

象。 

4.1.3. 凹与凸 
当平面转化成空间，正与负就转化成了凹与凸。内凹的阴与外凸的阳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即阴阳

互根。通过内凹与外凸的形态设计，可以增强产品造型对用户的视觉冲击力。凹凸应用在产品上即对产

品形态的处理以及产品材质的选择，但在对阴阳文化转译的前提下，凹凸并不能单独进行转译，必须通

过与虚实正负的结合才能凸显出阴阳文化的内涵。 
以上三种表现形式转译的阴阳文化内容来自阴阳一体、阴阳对立、阴阳互根，主要来源于文化空间

模型中的外在与内在层次，转译的结果体现在产品的本能层即形态色彩材质上。用户在与产品本能层发

生关系时，本能层形成的感官体验结合用户的文化背景以及认知经验形成深层的精神感知进而上升至产

品的反思层。 

4.2. 阴阳文化中间层次转译至产品的行为层 

阴阳文化的中间层次需要依靠文创产品载体的功能，操作行为属性来转译，该转译主要体现在产品

的交互性上。阴阳文化内容中的阴阳消长与阴阳转化实际上是一个动态交互的过程，对应“文化空间”

模型中的中间层次，它们通过视听通感交互设计来具体转译至产品行为层。 
视听通感交互设计应用在文创产品中，更多体现在与音乐相关的产品中如音响设计。视听通感涉及

视觉与听觉，因此利用声音可视化技术将音乐的节奏与音律的强弱通过物象的起伏波动(形态)与灯光的明

暗变化(色彩)来实现听觉与视觉的转化。当音乐节奏强劲时，物象起伏较大，而当音乐节奏变弱时，物象

起伏也随之减弱；在有较强音律的时候，灯光明亮炫目，而在音律较弱的时候，灯光则变得昏暗。在这

种情况下，听觉与视觉都沉浸在动态的转变之中，从而达成阴阳消长与阴阳转化的动态平衡。用户在声

光动态变化中，感受混觉式与心觉式的通感体验，同时结合产品的本能层联想阴阳文化的深层次内核，

加深对阴阳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感。视听通感在产品的行为层进一步创新用户体验，激发用户更多的情感

反馈。 

4.3. 阴阳文化内在层次转译至产品的反思层 

阴阳文化内在层次包含了阴阳传统美学、象征意义、自然哲学等精神属性内容，该内在层次的转译

需要通过用户的主观意识进行。用户在接收到产品本能层与行为层信息后，经过移觉式体验与混觉式体

验，调动已有认知与经验，对产品承载的文化充分感知。内在层次的转译进一步加深了用户对文化的理

解与认同感，带给用户阴阳文化中蕴含的更深层次的哲学内涵，为用户营造良好的使用感受以便用户与

产品产生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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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视听通感的阴阳文创产品设计实践 

5.1. 设计目的与创新点 

目前我国文创产品市场上涌现出众多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产品设计，然而这些产品无论是外在

形态上，还是文化内涵上都只是浅尝辄止，并没有真正地从文化本身出发设计产品。在以阴阳文化为背

景的产品设计中，这些由阴阳文化衍生的产品较为单一，只是将该文化的外在层次简单移植到了文创产

品上，并没有深刻挖掘阴阳文化的文化内涵与哲学价值，更没有全面地对阴阳文化进行转译，设计产品。

这些产品只能提供给使用者感官方面的体验，但这种体验的满意度通常比较低。 
对于现存阴阳文创产品设计不深刻，用户体验不强的问题，笔者团队从设计概念与技术手段两方面

切入同时结合上述基于视听通感的阴阳文创交互产品设计流程进行设计实践，力求设计出深刻转译阴阳

文化，提升用户体验的阴阳文创交互产品。 
在设计概念上，笔者团队打破现有阴阳文化只在产品本能层体现的局面，将阴阳文化全面转译至产

品的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本产品通过阴阳文化中的阴阳一体，阴阳对立，阴阳互根的转译，形成

产品的外在形态，通过具体的虚实、正负、凹凸来丰富产品的造型与内涵。在结合视听通感的交互设计

上，由于涉及具体的物象，于是从阴阳文化中挖掘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提取山峦的物象，

与音乐相结合，来实现产品对用户的双重感官刺激，丰富阴阳文化的转译内容，扩展阴阳文创带给用户

的情感体验。 
在技术手段上，笔者团队采取上述阴阳通感的交互设计思绪进行交互部分的设计。从声音可视化技

术出发，最终选取了 Arduino 套件来实现音乐可视化的效果。Arduino 能够灵活地控制声音传感器与灯光

装置，其方便快捷的代码修改也能最大程度上提高设计的灵活度。 

5.2. 设计实践 

5.2.1. 阴阳文化外在层次转译至产品的本能层 
太极是阴阳文化的代表之一，而它包罗万象的八卦圆形较为适合做深化和衍生。黑代表阴，白代表

阳，首先就是阴阳一体的直观画面，其次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包含关系，再者是孤阴不生，孤阳不

长的阴阳相互依存的关系。笔者团队以太极图为原型，对其进行了简化如图 6，通过虚实正负的转译：

赋予产品基本的黑白两色，利用留白手法，将内部圆缩小置于右上方位形成一种全新的图案。结合凹凸

转译，将内部圆向外凸出，形成动态；在被外部圆包裹的形态下，这种动态又处于静态当中。通过以上

三种形式的转译，产品形成了全新的立体效果如图 7，完美地再现了阴阳文化中的阴阳一体、阴阳互根

与阴阳对立，丰富了产品的外在形态，使用户的移觉式体验更加鲜明，进一步加深了用户对阴阳文化的

理解，提升了用户的感官体验与情感体验。 
 

 
Figure 6. Simplified Taiji diagram 
图 6. 简化的太极图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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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Product stereoscopic rendering 
图 7. 产品立体效果图④ 

5.2.2. 阴阳文化中间层次转译至产品的行为层 
这一部分的转译主要是通过视听通感交互设计思路进行，同时为得到视听通感体验的刺激点，将提

取到的山峦物象与音乐可视化相结合。层层叠叠的山峦组成一片此起彼伏的山峰，当音乐节奏较慢时，

它呈现出的是起伏较缓的律动，反之则是起伏较强的律动如图 8。群峰中内置的暖色灯光会根据音律的

强弱变化呈现不同的光影强度，若隐若现的柔和灯光让群峰更有层次和美感如图 9，也同样让用户享受

到视听通感转化的绝妙之处。笔者团队制作了实体产品，最终实现了基于视听通感转化的阴阳文创交互

蓝牙音响如图 10。在具体的设计实践中主要运用了蓝牙音响技术，需要用到蓝牙模版、喇叭、功放板；

声音传感技术，需要用到声音传感器、Arduino nano 单片机、led 灯片；杠杆滑轮技术，需要用到机械机

构、舵机、单片机，结合 Arduino IDE 软件的编程实现音乐的可视化以及灯光随音律变化的效果，激发

了用户的混觉式通感体验，进而增强了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交互体验。 
 

 
Figure 8. The undulations of the mountains 
图 8. 山峦的起伏波动④ 

 

 
Figure 9. The change in light and shade of the light 
图 9. 灯光的明暗变化④ 

 

 
Figure 10. Yin-yang cultural creation creative interactive 
Bluetooth soundphysical picture 
图 10. 阴阳文创交互蓝牙音响实物图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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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阴阳文化内在层次转译至产品的反思层 
笔者团队从太极图外观的美学出发，化用阴阳文化转译的三种表现形式结合视听通感的交互设计探

索了阴阳文化更深层次的内部逻辑与哲学问题。黑与白的交织，起伏运动的山峦，忽明忽暗的灯光，即

是对立，又是同根，相辅相成，互藏交感，是谓阴阳。用户在使用该蓝牙音响产品过程中，在听音乐的

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视觉上动态转化的体验，调动用户已有的认知经验与行为习惯，在脑海中构建相关情

境，给予用户心觉式通感体验，基于视听通感体验，最终深化产品的用户体验，激发用户的情感共鸣。 

6. 结语 

阴阳文化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不仅具有高度美学价值也蕴含着深刻的中国古代哲学理念，

通过对阴阳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全面转译并且基于视听通感体验，来加强用户对阴阳文化的感知，拓展用

户的感官体验丰富度与情感体验维度。“只有让用户有更多体验的产品才更容易让人铭记”[8]，随着人

们审美程度与文化涵养的提高，文创产品需要更多的设计策略来发展创新，以更好地满足用户体验的需

求，视听通感转化则提供了一种提升用户文化体验设计的探索方法，从移觉式、混觉式、心觉式通感体

验三层次共同提升文创产品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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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图 2 来源：作者自绘 
③图 3 来源：参考文献[5]，113 页 
④图 4 至图 10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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