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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退休前后的心理变化为启示，分析了现有产品对第三龄人群心理落差的强化作用，结合类比设计案例，论

述了如何从通感类比、移情类比和象征类比3个层次消除此类用户因身体机能减退、失去情感寄托和身份地位改变

引发的心理落差，从而阐明类比设计在消解第三龄用户心理落差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设计师应综合

运用类比设计法，协助用户更加平稳地过渡到第三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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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spired by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retirement，the reinforcement of psychological gap of
the third age users caused by existing products is analyzed.Combined with analogy design cases，it discussed how to
dispel psychological gap due to body function decline，losing bailment and identity changes by synesthesia analogy，
empathy analogy and symbol analogy，thus explaining the positive role of analogy design in respect of eliminating the
psychological gap of the third age users.On the grounds that，designers should be integrated use of analogy design method
to assist users more smoothly transition to the third ag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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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龄特指人生的一个阶段而非实际年龄。英

国社会学家彼得·拉斯里特将人的一生划分为 4个阶

段：第一龄为接受照顾和教育的成长阶段；第二龄为

进入社会独立工作，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的阶段；第

三龄是指离开工作岗位进入退休生活的阶段；第四龄

则是身体机能呈现较明显衰退，须依赖他人照顾的阶

段[1]。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第三龄状态持续的时

间也逐渐延长。

当下人们普遍视第二龄后期为人生的顶峰，当进

入第三龄，一切将走下坡路。这种观念加之觉察身体

机能变化、失去精神寄托和身份地位改变等因素影

响，会引发严重的心理落差，表现为意志消沉、寂寞无

助和急躁易怒等。第三龄产品的匮乏客观上加重了

这种落差。一方面生活产品主要面向中青年群体，第

三龄用户使用时总会感到些许吃力，仿佛产品在时刻

提示自己已经衰老。另一方面老年产品仅仅关注可

用性而忽视情感诉求，这些产品感觉适合年龄更大的

人，第三龄人群身体机能并未消失或严重衰退，抵触

意识明显[2]。

设计上可运用类比法，在确保可用性前提下，将

目标设计与人们熟悉的事物联系起来以确保情感的

延续，减轻第三龄阶段存在的心理落差。这种从已有

成果中寻找与设计对象具有共同属性的事物，经过对

照获得启发的方法，称为类比法。类比设计根据源设

计与目标设计在一定关系上的相似性，将用以解决源

设计问题的要素传递给目标设计问题。产品类比设

计的基本步骤为：明确设计问题、确定目标设计与源

设计、发现并传递相似设计要素、修改完成目标设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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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操作使用、情感寄托和身份象征 3个层面的心理

落差，可分别运用通感类比、移情类比和象征类比展

开设计，营造舒适愉悦的生活情境，实现第三龄心理

的“软着陆”。

1 通感类比——唤起熟悉的记忆

使用层面的心理落差包括“可用性落差”和“歧视

性落差”。目前主流产品忽视用户随年龄增长产生的

身体机能变化。进入第三龄时期，人们常发现生活中

许多原本可轻松使用的产品，变得越来越难以掌控，

此时产品成为衡量用户是否衰老的标准。而对现有

产品作局部设计变更，确保退化的感觉器官获得足够

的外部刺激，以提高可用性的做法，亦值得商榷。传

统产品历经时代变迁，各部分设计要素比例分配合

理，造型文法成熟，并与多数人普遍认同的审美偏好

相匹配[4]。单纯为提升可用性采取的局部设计变更，

往往破坏目标产品整体形象之和谐，用户使用时会引

来别人不必要的注目，心理上会认为自己不如旁人，

引发歧视性落差。

设计中运用通感类比，可消解上述心理落差。通

感类比利用不同领域产品间客观存在的相似性，将新

设计问题同目标人群熟悉的产品进行比较，从其他领

域较为完善的案例中寻找可传递的功能、行为和结构

等要素，作为目标设计问题的解。美国著名设计师雷

蒙德·罗维指出，人们感知中最富吸引力的产品，往往

皆在“新奇性”和“典型性”2个变量之间找到最理想的

平衡，即产品拥有新颖创意的同时又让人感觉像是某

种相关的、熟悉的东西[5]。通感类比从符合第三龄用

户身体机能、生活经验和使用习惯的其他领域典型案

例中，寻找目标问题的解决方案，确保产品的可用性；

而外部设计基因的引入，形成对旧生活方式的新定

义，又使得目标设计具有整体上的新奇性，可提升用

户的信心。

传统收音机由于刻度指示不易识别、拨盘与指针

运动方向不匹配等原因，导致第三龄用户难以精确选

台。芬兰设计师Mikael Silvanto的作品Aivan收音机，

见图 1，运用通感类比法，根据旧式台秤“精确量取物

品质量值”的功能和收音机“精确选定电台频道”的设

计目标之间的相似性，选用前者作为源设计。提取台

秤的“游码”、“刻度横梁”结构以及“游码沿刻度横梁

滑动以寻找最精确的平衡点”的行为作为相似要素，

并参照收音机“精确选台”的设计目标对其进行修改

调整，将收音机的频道面板延展成刻度标尺，机身则

缩小为滑块。二者体量的调整使得机身单元在刻度

标尺上滑动时可精确定位欲收听的电台。该设计唤

起第三龄用户对往日熟悉物品的记忆，操作直观、简

单易用。旧式台秤设计基因则激发传统收音机各造

型要素的解构、变异和重组，达到新的平衡美感。

2 移情类比——重建心灵的寄托

数字化趋势影响下，产品逐渐超出第三龄群体的

知识范围，经常由于操作和反馈不匹配产生挫败心

理。过多的偶发、未知和不确定的因素，使其没有足

够的力量预知和应对周遭的新情况，加深了对退休生

活未知命运的焦虑。昔日从容应对工作中的各种复

杂状况，如今在生活中却处处碰壁。失去精神寄托的

第三龄用户，常因无助感引发强烈的心理落差。

在无力探寻数字化产品的原理、构造和使用方法

的情况下，为了让这些充斥未知因素的产品能够被自

己理解和掌控，人们往往表现出某种“泛灵化倾向”，

即想象产品也和人类一样具备灵魂，支配着它们的运

行。这种与生俱来的心理倾向，反映出身处困境的人

对超越物质层面的不可见力量的依赖。英国哲学家

大卫·休谟认为，在人一生中最软弱和最怯懦的时期，

最易出现这种倾向。此时人们会像设想他们自己一

样设想一切存在物，并把他们熟知和真切意识到的那

些品质移植到每一个对象上[6]。而在设计领域，把这

种将人的行为、意识和情感转移给无生命的设计对象

的方法叫做移情类比。目前许多产品将人的四肢和

图1 Aivan收音机

Fig.1 Aivan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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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等元素，直接赋予产品以使其具备情感化特征，

以期引起使用者心理上的共鸣，但这种层次的类比运

用还不足以缓解无助感引发的心理落差。只有当产

品被赋予了人们所渴望的特性，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对

个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亲人和

朋友时，才会真正成为心灵的寄托[7]。

进入第三龄时期，各种慢性疾病症状日渐明显。

这些症状的成因和后果充满未知因素，超出大多数人

的理解范围。因为不敢面对医生可能给出的较为严

重的诊查结果，许多人试图以个人有限的医学知识理

解病症，却常因无法获得满意答案而陷入恐惧。家用

健康监视器，见图 2，该设计运用移情类比，根据目标

产品属性与护士职业特点的相似性，选取后者的部分

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作为相似要素，传递到健康监视

器的设计中。护士的职责包括消除病人疑虑、定时定

量给药、采集检验标本、记录化验指标、监控病情变化

及时报告医生以及提供饮食和生活指导等。该产品

支持从各种健康监测装置如血糖仪、体重秤和血压计

等读取数据并远程发送给医生、记录服用药品的种类

和摄入状况、提醒预约医生的时间、辅助康复后的日

常娱乐和脑力锻炼，并可提供个人健康建议。该设计

针对第三龄用户的真实诉求，将数字产品与熟悉的相

关职业特征联系起来，使其成为使用者心灵的寄托。

3 象征类比——延续族群的细分

现代设计广泛运用群体文化学原理构建各类用

户族群，因而产品成为表达某用户族群文化归属和价

值取向的物质载体。然而在第三龄产品设计领域，由

于通常将退休后各层次的用户皆划归为“老龄群体”

而不再细分，导致产品失去个人价值和文化归属感的

延续，同质化现象严重。在第三龄初期，人们通常具

有明显的抗老意识，仍希望产品保留一定程度的差异化。

设计中可运用象征类比，以延续某族群的价值感

和文化归属感。象征类比也称符号类比，是指用一种

符号代表和指称另一种事物，将某种抽象的象征意义

通过目标人群能够理解的符号加以表达。经时间积

淀，产品造型元素包含之象征意义逐渐外化为被普遍

认同的、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设计符号体系。此时

设计符号体现出一定的功利性内涵，分属各族群的人

们使用产品时会不经意地与他人进行比较，以期获得

个人价值感和存在感的满足[8]。第三龄产品设计应根

据目标产品所属领域、用途、使用情境及性格特质与

某一细分族群原生活中相关产品符号表意的相似性，

提取后者表达特定象征意义的符号传递给设计对象，

使其具备同样明确的象征性语意，以延续某族群文化

和价值层面的归属感。

中青年时期生活中的许多产品常被用作表征个

人族群归属的标志。例如以 Jeep Renegade为代表的

运动型越野车，在轮毂、保险杠、格栅、车灯、引擎盖和

车门等组件的设计上均沿用历代车型的设计符号。

这些符号有效指称纯粹性、适应性、激情与野性以及

永不妥协的越野文化象征意义，是用户族群表达价值

和文化信仰的载体。荷兰VanBerlo设计公司开发的

“Trophy 20”电动代步车见图 3，根据第三龄乘坐代步

车穿梭于城市街道与年轻人

驾驶越野车征服山路的行为在使用情境上的关

联性，采用与一般代步车完全不同的设计语言，提取

（下转第62页）

图2 家用健康监视器

Fig.2 Waldo health home monitor

图3 "Trophy 20" 电动代步车

Fig.3 "Trophy 20" electro scoo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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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价值，为新产品的开发设计提供了依据和素

材。竹提篮虽然曾得到普遍应用，但由于生活方式的

演变和新材料的出现，正逐步走出人们的视线，对于此

类产品的梳理和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同时这

种研究和设计应用在某种角度上也是竹提篮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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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轻巧、单纯、乐观和不向任何障碍屈服的越野精

神象征符号作为相似元素，传递到代步车的挡泥板、尾

灯、保险杠及车体装饰线等每一处细节，实现越野文化

追随者进入第三龄阶段的文化价值心理延续，鼓励其

积极面对生活。

4 结语

符合第三龄使用者心理诉求的产品开发相对滞

后，加重了低龄老年用户因身体机能、精神寄托和身

份地位变化引发的心理落差。设计中可运用通感类

比、移情类比和象征类比，分别从生活中原有的产品、

人和符号层面提取相似要素，传递到第三龄用户适用

的目标设计中。3种类比方法的集成，将更有效地减

轻退休前后因生活状态变化导致的负面心理，使第三

龄人群以更加积极健康的心态发挥个人潜力，实现人

生的目标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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