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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五感”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体现与应用。方法 以“五感”的基本内涵为理论依据，

结合广告设计、景观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包装设计等领域的具体案例，深入分析了视觉、听觉、

嗅觉、味觉和触觉在其中的应用方式。结论 “五感”是人最基本的感官，将其融于现代艺术设计中，

能够使艺术设计产生强大的冲击力，直达人的内心，完美实现了“设计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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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five senses" embodiment and application in modern art design. Taking the connota-

tion of "five sense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advertisement design, landscape design, book design, 

packaging design in the areas of specific casse, it deep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vision, hearing, smell, taste and touch. 

"Five senses" is one of the most basic sense organ, integrated into the modern art design, which can make the art design 

have a powerful impact, direct the mind, and perfectly realize "Design is to serve the people" this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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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对于艺术设计而言，

想要达到实用又不乏美感的效果，必须事先搜集

足够的资料，辅以与时俱进的思想和极富创造性

的艺术手法。这是因为在当前这个充斥着各种信

息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长期被大量图形、文字

所包围，除了自愿地进行一些阅读和观察外，还

经常被迫阅读一些不感兴趣的信息，视觉审美长

期处于疲劳状态。加之人们的审美趣味不断提高，

对很多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价值观念逐渐趋于

多元化。在这一大背景下，任何艺术形式想要获

得认同与发展，必须从人们的情感体验出发，将

基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五感”

体验融入其中，丰富艺术设计的人性化内涵，引

发人们的好奇心和共鸣[1]。 

1  何为“五感” 

对于“五感”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

的“五感”主要是指人们自发形成的对周围环境和

事物的视觉感、听觉感、嗅觉感、味觉感、触觉

感，是人的眼、耳、鼻、舌、身进行的一种生理

感官活动。广义上的“五感”较为丰富，主要是指在

意识层面上，人们有意识地通过五种感官对周围

事物进行一定的观察、感知、分析和处理，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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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信息综合与加工， 终达

到更高层次的理性建构。简而言之，“五感”就是人

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这 5 种感官

功能。这些基本的感官功能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各

个方面，是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的体验活动[2]。走

在铺满鹅卵石的小路上，我们能够感受到鹅卵石

的脚感与温度。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淡淡

的花香扑面而来。潺潺的溪流旁边，三五个孩子

在嬉戏打闹，还有几个人悠闲地下着棋……虽然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生活场景，但却是包含着 真

实的“五感”体验。这种体验能够让人深刻地体验到

生活的美好，获得精神愉悦。 

2  基于“五感”体验的现代艺术设计 

2.1  现代艺术设计中的视觉体验 

在艺术设计中，无论多么优良的形态设计，都

需要通过色彩、图形等基本元素来实现，而这又

必须通过视觉得到传达，所以，在人所有的感官

中，视觉一直是 重要的存在，有着其他四感所

不具备的优势与地位。其一，视觉广告设计。广

告设计的根本目的就是传播信息，宣传推广，必

要的视觉刺激是必须的[3]。但在当前的广告设计中，

为了追求商业目的，大众化、低俗化的影像常常

让观者产生视觉疲劳，不仅不会提升自身的价值，

反而降低了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所以，当前的

广告设计必须积极寻找独特的视觉元素，创新设

计理念，在第一时间抓住观者的眼球。例如，戏

剧性的电视广告就利用曲折、有趣的故事情节，

成功吸引了观者的注意力。在这种广告形式中，

设计师将视觉元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合理搭配、

连接相应的故事情节，也正因如此， 终成功从

众多的类型化、模式化广告中脱颖而出，成为了

大众 为喜爱的广告类型。其二，视觉书籍装帧

设计。对于图书而言，视觉体验同样至关重要[4]。

仍以少儿书籍的装帧设计为例，点线面构成和画

面的色彩是必须考虑的 2 大视觉构成要素。一般

情况下，少儿普遍喜爱鲜艳的色彩，但在书籍装

帧设计中并不一定要依赖于鲜艳的色彩。大卫·威

斯纳的《疯狂星期二》中以同类色为主，很少或

几乎没有色相跨度大的对比色运用，相对和谐、

统一的色彩表现手法不仅不易刺激少儿的眼睛，

更让整本书具有了明确的意境，让少儿产生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受。此外，文字的设计也可以成为

有利的视觉语言。一般来讲，点线面的文字编排

有着不同的分工：点状文字可以作为标题或者装

饰性的文字；线状文字可以是说明性的文字或正

文；面状文字就是正文的呈现方式。这样将文字

群化使得书页划分更加韵律化、条理化，既丰富

了画面又方便了阅读。 

2.2  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听觉体验 

听觉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其他感觉所不能替代的。这得益于声音有高低、

粗细、刚柔之分，不同的声音在艺术设计的不同

领域，只要运用得当便能够使受众产生丰富的情

感体验。其一，听觉海报设计。随着时代的迅速

发展，海报设计已经不能在局限于传统的设计模

式，必须不断尝试新领域，推出新产品，才能吸

引受众的注意力，从而调动他的感官去“看”设计[5]。

在这一趋势下，听觉式海报应运而生。这种全新

的海报样式，让耳朵暂时解放了眼睛，有效缓解

了观者的视觉疲劳，为海报设计谋得了一条全新

的出路。其二，听觉包装设计。听觉在包装设计

中是非常特殊的存在。如果在打开商品包装时能

够发出美妙的声音，能够唤醒人们 深层的真实

需求，从而更好地去感受商品。例如，在儿童的

一些包装设计中，可以大胆挣脱传统意义上的商

品包装，积极开发新领域，将包装外表结合儿童

喜欢的小动物的声音与图形，充分展现儿童的童

真、童趣。这样的包装设计符合儿童的心理需求，

其效果远比简单的包装好得多[6]。 

2.3  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嗅觉体验 

一般情况下，嗅觉比视觉更容易引发身体反应。

这是因为嗅觉这一实时产生的生理反应，常常让人

印象深刻，短时间内很难将其移除。在艺术设计中

融入嗅觉体验，可以建立良好的氛围，以气味的暗

示作用引发观者的联想，全面提升观者对作品的感

知，带来更加全面的放松体验。其一，嗅觉图书装

帧设计。书的气味我们并不陌生，但纸墨“千篇一

律”的味道很难引发读者的兴趣。尤其对于处于少

儿时期的读者群体而言，如果能有一种清香味的油

墨，必然是一个浪漫的惊喜，因此，在进行书籍装

帧设计时，不妨将带有水果香味的印刷油墨应用其

中，这样必然能够大大提高少儿的阅读兴趣。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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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墨的选择必须安全环保，对少儿的身体无害。其

二，嗅觉景观设计。嗅觉在景观设计中经常被应用，

典型的例子便是苏州留园的闻木樨香轩[7]。“木

樨”就是桂花，这里四周遍种桂花，每年仲秋，丹

桂飘香，晚上可以看见明月高悬，倒印水中，随波

荡漾，增添了独特的味道。在这样的景观设计中，

设计师应注意环境中芳香植物的类型、方位及风向

等，要使这类嗅觉景观达到整体和谐，如此才能获

得成功。 

2.4  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味觉体验 

一直以来，味觉元素都是设计师眼中较难体现

的一种元素。因为味觉需要受众将感官接受的信

息传递给大脑，然后分泌唾液，触发味觉体验。

为了能够将味觉完美呈现，设计师开始了在多个

艺术设计领域的实践与探索。其一，味觉包装设

计。虽然舌头是人们感受酸甜苦辣 直接 丰富

的部分，但在食品类包装设计中，色彩作为一个

重要元素，常常能够帮助人们迅速判断出商品内

部的味道，达到“观其色而知其味”的理想效果。比

如，红、黄、白具有甜味，绿色具有酸味，黄、

米黄具有奶香味等。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包装设计开始根据人们长期的色彩与味觉的积

累进行味觉的传达，帮助消费者迅速从不同的味

觉中寻找到自己想要的感觉与情绪，正确选择和

购买商品。以饮料的包装设计为例，通常情况下，

红色代表草莓的味道，绿色代表苹果的味道，黄

色代表橙子的味道，紫色代表蓝莓的味道……这些

“味道”不用尝，通过看便能感受到的。除了色彩，

图案也是传达味觉的有效载体。抽象图案中的圆

形、半圆、椭圆等装饰图案，经常给人以暖、软、

湿的味觉感受，而方形、三角形图案则给人以冷、

硬、脆的味觉感受。相比于抽象图案，具象的实

物图片更能清晰传达味觉感受，如方便面的包装

多表现食用时的形象，速溶咖啡的包装通常是刚

刚冲泡好的热气腾腾的咖啡图片。其二，味觉景

观设计。表面上看，味觉与环境并不相关，其实

不然，特定的空间环境同样能够给人带来良好的

味觉体验[8]。比如，在装修合宜的高档餐厅用餐，

整个过程便是一种享受，菜品的味道也会明显提

升。另外，在一些旅游景观路线中，不乏野外烧

烤、农家乐、瓜果采摘等项目，这些味觉景观设

计为景观路线增添了情趣，让人们在美味与美景

中获得了精神的放松和愉悦。 

2.5  现代艺术设计中的触觉体验 

触觉是仅次于视觉的人体感觉器官，在人们认

识事物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

展，带有触感的各种材料被广泛应用于艺术设计

中，为艺术作品增添了真实、有趣的体验与感受[9]。

其一，触觉书籍装帧设计。图书的触觉很重要，

尤其是对于少儿群体而言，这一点得到了广大设

计师的一致认可 [10]。例如，迪士尼的《小熊维尼

甜梦抱抱书》，这本书的封面设计采用了维尼熊质

感的毛绒封皮，柔软舒适的手感很容易让少儿联

想到维尼熊毛茸茸的感觉，是少儿枕边读物的不

二选择。除了封面采用触觉设计，内页同样可以

应用此法。深受少儿欢迎的巧虎系列图书，里面

就设计了儿童贴画似的 sticker 页面，少儿可以把

这种贴纸揭下来再贴到“问题页”。一撕一贴的过程，

丰富了少儿的触觉体验，促成了图书与少儿的互

动。其二，触觉包装设计。包装设计不仅仅是图

案、色彩，还应该注重包装材料本身的肌理质感

所带来的触觉感受，提升商品对消费者的亲和感

和诱惑力 [11]。例如，某果汁系列采用了水果外皮

的肌理进行特殊材质的加工包装。草莓口味的果

汁完全采用仿草莓外皮进行包装，通过手抓的触

感，使人们感受到是真实的草莓的质感，这便是

从人们的触觉为启发点进行的设计。 

3  结语 

“五感”体验是一种知觉体验。在现代艺术设计

中，充分融入“五感”体验，可以将设计作品的成效

大化，给大众带来立体的感官感受。作为现代艺

术设计者，应该对“五感”加强理解和应用，深入挖

掘艺术设计与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

的契合点，眼中闻声、耳中见色，甚至于无形中见

有形，于无声中听有声，从而更加高效地实现互融

互通、实幻互补的设计效果，增强设计作品的时代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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