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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特征与设计思维的相互关系探究

刘闻名ꎬ包潇潇

(沈阳建筑大学设计艺术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针对记忆对人们的行为和思考模式的指导作用ꎬ以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为依

据ꎬ以设计对象记忆的 ３ 个特征为出发点ꎬ通过鉴别设计对象不同层次的需求ꎬ采
用实例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研讨了记忆特征与设计思维的相互作用关系ꎮ 指出了

两者的关系不仅仅是记忆特征指导设计思维ꎬ同时ꎬ设计思维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

的记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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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忆的概念与特征

在心理层面而言ꎬ记忆是通过识记、保
持、再认、回忆等方式ꎬ在人们的大脑中积累

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１]ꎮ 通俗来讲ꎬ
记忆就是人们通过识别日常生活中所接收到

的信息并对其加以转码和存储的过程ꎮ 记忆

最基本的作用便是存储ꎬ它把人们主动或被

动地接收到的各种信息不加整理地存储到潜

意识世界中ꎮ 所以面对这些混乱的无组织的

海量信息时ꎬ首先需要认识它的一些特性:
(１)记忆的总容量巨大ꎮ 根据科学家的

研究ꎬ人的大脑中有大约 １５０ 亿个脑细胞ꎬ每
个人一生的记忆总量相当于大约 ６ ０００ ~
８ ０００万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的信息量ꎮ

(２)记忆的能力有限ꎮ 人的大脑虽然有

非常充足的空间来存贮信息ꎬ但是大部分的

信息只是瞬时地被存储到脑细胞中ꎬ并没有

被人脑转化为长时间的记忆符号ꎮ 在这个瞬

间的短时记忆阶段ꎬ人的大脑所能接收的记忆

内容是有限的ꎮ
(３)记忆的消失———遗忘ꎬ是记忆重要

的组成部分ꎮ 当记忆不能再认和回忆ꎬ或者

发生与事实不符的回忆时ꎬ记忆就进入了遗

忘的阶段ꎮ 遗忘是记忆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

分ꎬ是自然的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现象ꎮ
这些记忆行为的固有属性ꎬ不会随着人

的意愿而改变ꎬ但是ꎬ人们可以通过控制影响

记忆的因素来调节记忆行为ꎬ这就涉及到了

记忆特征与设计思维的相互关系ꎮ 目前根据

心理学家的研究ꎬ影响人的记忆行为的因素

大致可以分为 ３ 个:记忆载体、记忆对象和记

忆方法ꎮ 笔者结合这 ３ 个因素ꎬ从记忆对设

计的影响和设计对记忆的作用两个方面探讨

记忆特征与设计思维的相互关系ꎮ

二、设计的内涵

考古学研究表明ꎬ设计作为人类的一种

有目的的创作行为ꎬ其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

器时期———原始人类通过利用自然、模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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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创造出了适用于人类发展和生产的诸多工

具ꎬ这些工具的创造便是设计的开始ꎮ 随后

设计逐步开始由低经济水平下的简单、实用

发展成为高经济水平下的系统、有效ꎮ 但是ꎬ
不论设计如何创新和改变ꎬ有一点始终不会

动摇ꎬ那就是设计必须是根据人的需求来进

行的ꎮ 设计的核心是人ꎬ人在生产和生活中

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解决ꎬ便会有什么

样的设计随之出现ꎮ 根据美国行为心理学家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ꎬ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呈

金字塔状地分为生理、安全、社会、尊敬和自

我实现的需求ꎬ这些需求是递进式上升的关

系ꎬ只有低一级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ꎬ高一级

的需求才会产生进而要求得到满足[２]ꎮ 在

社会经济水平稳步上升的当今时代ꎬ设计早

就已经走出了基本的实用性范畴而迈向了更

高水平的精神文化领域ꎬ而记忆作为人类精

神文明的象征之一ꎬ便不可避免地成为设计

需要面对和交流的对象ꎬ两者的相互作用关

系也成为了设计师们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ꎮ

三、记忆特征指导设计思维

影响记忆的第一个因素便是记忆载体ꎬ
记忆载体可以分为个体和集体两个层次ꎮ 与

记忆相关的个人便是记忆个体ꎬ零散的记忆

个体因为一些关联而形成了集合ꎬ便称之为

记忆集体ꎮ 个体的记忆具有私人性ꎬ是一个

人私密的内心经历和经验的累积所最终形成

的ꎻ而集体的记忆则一般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时代性ꎬ是一个具有共同经历的集体或社会

所形成的特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记

忆ꎮ 因而ꎬ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ꎬ针对不同的

设计范围ꎬ记忆特征都对其有着不同的指导

和应用意义ꎮ
１.集体记忆指导的设计思维

在建筑与环境设计中ꎬ设计者面对的通

常都不是独立的个人记忆ꎬ而是一个多元的

集体性的记忆ꎮ “集体记忆”是指具有特定

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一个群体对其过去的

共同记忆ꎬ它能够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

成员的归属感[３]ꎮ 因此ꎬ对于建筑、规划与

环境设计者而言ꎬ城市或者建筑的历史记忆

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ꎬ无论是地质环境、气
候条件、动植物资源ꎬ还是历史遗址、地标建

筑、传统住宅ꎬ又或者是民风民俗、历史文化、
政策法规等ꎬ这些都作为集体记忆的内容之

一ꎬ影响着人们对于自身生活环境的印象ꎬ这
些印象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筛选ꎬ逐渐变成了

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ꎮ
当今为世人所诟病的“文化造城ꎬ千城一面”
的现象ꎬ便是城市规划者忽略了城市记忆的

后果ꎬ因为在社会学看来ꎬ如果一个城市的面

貌无法唤起人们的记忆与想象ꎬ便会失去人

们的亲近感ꎬ从而导致人与城市之间甚至人

与人之间的陌生和疏离ꎮ 因此ꎬ只有当设计

师们深入地理解了集体记忆对于规划和建筑

设计的影响ꎬ才会有效地帮助其应对现代城

市的失忆危机ꎬ从而有助于塑造城市地域特

色、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持城市的多样

性[４]ꎮ 设计师们可以对历史遗址进行保存

或者选择性地保留ꎬ如故宫博物院和长城等

建筑的保护ꎻ对残破建筑进行修补性恢复或

者新建ꎻ在保持记忆载体外观风貌的基础上

给历史建筑注入新的功能ꎻ或者提炼建筑语

言ꎬ将建筑细部直接进行截取ꎬ如苏州博物馆

的设计元素便是源于苏州古典园林的青瓦、
白墙以及窗棱等的色彩、形态和结构[５]ꎻ另
外ꎬ也可以通过抽象和隐喻的方式ꎬ利用平面

构图、地形、铺装、构筑物等进行暗示和烘托ꎮ
例如ꎬ位于中国四川的北川地震纪念馆的设

计方案———“裂缝” (见图 １)ꎬ方案从思考自

然事件入手ꎬ将人们共同经历的灾难事件转

化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ꎬ“裂缝”这一

主题贯穿于整个纪念园和纪念馆的空间组织

设计ꎬ营造出大地撕裂般的景象ꎬ将自然灾难

事件艺术化地定格在大地之间ꎬ把受灾者的

集体记忆上升为人类共同命运的永恒记忆[６]ꎮ

２.个体记忆指导的设计思维

在产品设计或者交互设计中ꎬ设计者面

对的则大多是以用户体验为主的个体记忆ꎬ
这种个体记忆通常分为情感记忆和行为记忆

两个方面:情感记忆一般指用户将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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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北川地震纪念馆设计方案———“裂缝”

某件事或者某个物体作为对象来寄托其情感

体验ꎬ这些事件或者物体承载了用户的个人

经历ꎬ被赋予了用户自己的感受ꎬ当这些视

觉、听觉、嗅觉或者触觉感受经过时间的磨砺

而沉淀下来的时候ꎬ就会成为用户心理的一

部分而被完全接纳和认同ꎻ行为记忆则区别

于情感记忆ꎬ它是用户在使用过产品之后ꎬ把
对于产品的功能理解、物理操作和易用性的

体验过程在大脑中转化为信息并存储下来的

产物ꎮ 纵观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ꎬ不论是现

代主义设计对于产品功能的追求ꎬ还是后现

代主义所标榜的情感化体验ꎬ都无法脱离对

于行为记忆和情感记忆二者的理解ꎮ 根据统

计ꎬ人的一生平均会接触大约 ３０ ０００ 多件日

常用品ꎬ它们是帮助人们生活和生产的重要

辅助工具ꎬ脱离了这些工具ꎬ人们的日常生活

将会变得举步维艰ꎮ 这些产品有的会让使用

者产生深厚的情感记忆ꎬ有的则会使用户产

生本能的行为记忆ꎮ 例如ꎬ一个人的一生会

穿过无数的鞋子ꎬ人们不会记得每一双鞋的

组成材料、色彩搭配或者拼接方式ꎬ但会记得

什么样的鞋子适合什么样的天气、场合ꎻ不会

记得什么角度的鞋底厚度是最佳的设计ꎬ它
是否符合人机工程学的要求ꎬ但是会记得什

么样的感觉是最舒适最轻松的ꎮ 所以ꎬ在设

计时ꎬ要充分考虑记忆特征对于设计思维有

哪些方面的要求ꎬ如何在设计中将用户的情

感记忆、行为记忆与产品相结合ꎬ从而让用户

产生认同感ꎬ提升用户的消费体验ꎮ 例如ꎬ在
小夜灯的设计(见图 ２)中ꎬ通过联想书本的

开合ꎬ将二者结合起来ꎬ让用户最大限度地得

到了夜灯打开和关闭时的明确反馈ꎬ使用户产

生了一种“哇! 还可以这样! 我怎么没想到!”
的积极体验ꎮ

图 ２　 书本式夜灯设计

　 　 当设计师们掌握了不同的记忆载体对于

设计的不同要求ꎬ就会有效提升设计的准确

性以及适应性ꎮ 但是同时ꎬ设计师们也要认

识到ꎬ记忆是有选择性的ꎬ它并不是完全的被

动存储过程ꎮ 人们在接收外界信息时会根据

自己的喜好和习惯主动地进行整理ꎬ让混乱

的信息变为自己能够易懂易记的形式ꎬ通过

这个步骤之后ꎬ信息才会转化为长期记忆而

存在ꎮ 人们通常只会有选择性地将对自己有

意义的东西记住ꎬ所以ꎬ当设计师根据记忆特

征在选定设计作品的目标用户时需要认识

到ꎬ即使是相似的个体记忆或集体记忆载体ꎬ
也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记忆的差异性ꎮ 只

有广泛了解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存环境ꎬ明
确地找到记忆的来源与载体的差异ꎬ才能更

好地让记忆指导设计ꎮ

四、设计思维影响记忆特征

记忆能够指导设计ꎬ反之ꎬ设计也会影响

记忆ꎮ 根据记忆的特征ꎬ除去记忆载体之外

影响记忆的因素便是记忆对象和记忆方法:
在心理学中ꎬ将记忆对象定义为记忆的内容

或者称之为记忆材料ꎻ记忆方法则是出于一

定的目的或带着一定的目标ꎬ凭借着意志力

去记忆某个对象的方法ꎮ
１.对记忆材料的影响

既然记忆的固有属性是无法改变的ꎬ那
么人们只能通过人为的设计从而改变记忆的

内容ꎬ也就是以记忆材料来影响记忆的效

果———减少记忆材料、提高记忆效率ꎬ这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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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设计者们应该充分考虑的一个问题ꎮ 德国

著名工业设计师迪特拉姆斯曾经提出的

“设计十诫”中指出:“好的设计使产品易于

理解ꎮ” [７]当人们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

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工作、生活信息时ꎬ定然会

疲于应付那些复杂新颖的产品ꎮ 这就要求在

设计的时候考虑周全ꎬ既要能够做到创新设

计ꎬ又不能加重用户的记忆负担ꎬ最好能够做

到简化用户操作ꎬ从而优化用户体验ꎮ 好的

设计应该是简单、易操作的ꎬ而复杂的设计则

会很难使用和记忆[８]ꎮ 例如ꎬ随着手机、银
行卡、软件应用等的增加ꎬ各式各样的密码随

之产生ꎬ然而ꎬ过多的密码造成了人们很大的

记忆负担ꎬ时常会有因为忘记密码而导致不

便的事情发生ꎬ所以随着科技的发展ꎬ新颖简

单的指纹解锁、瞳孔识别等加密方式被设计

出来ꎬ很大程度地方便了用户操作的同时也

减轻了用户的记忆负担ꎮ
　 　 好的设计应该能让用户从操作产品逐渐

到理解产品ꎬ这是用户产生积极体验的基本

原则ꎮ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ꎬ设计师们需要考

虑的就是易见性、易反馈以及一定的限制ꎬ此
外ꎬ就是能够方便地取消失误操作ꎮ 这些是

交互设计的基本原则ꎬ而所有这些原则的出

发点便是减少记忆材料、提高记忆效率ꎮ

２.对记忆方式的影响

除了减少记忆材料之外ꎬ设计师们也可

以通过改变记忆方式来帮助用户加深记忆ꎬ
提升记忆效率ꎮ 如增加感官上的刺激组合ꎬ
在 ＶＩ 设计中ꎬ可以通过形意结合、形字结合、
形色结合等形式增加信息量ꎬ这样的组合效

果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设计的信息含量ꎬ使用

户在分析中加强了对设计作品的印象ꎬ如
“安全通道”“禁止吸烟” “请勿喧哗”等公众

场合的提示文字ꎬ可以通过形象化的设计ꎬ采
用直观的视觉信息甚至添加听觉或者触觉信

息来使其成为简洁明了的记忆对象(见图

３)ꎬ从而把人们从繁重的记忆理解任务中解

放出来ꎮ
　 　 总体来说ꎬ优秀的设计能够直觉化认识ꎬ
反应迅速ꎻ优化操作流程ꎬ易于无意识操作ꎻ

图 ３　 “禁止吸烟”标志设计

信息直观高效ꎬ用户体验愉悦顺畅ꎬ大大提升

了用户的记忆效率ꎬ减轻了用户的记忆负担ꎮ
同时ꎬ不同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经历、生活

方式的人群具有不同的记忆特点ꎬ在记忆能

力、记忆习惯等方面会有很大的差别ꎮ 例如:
儿童一般对夸张、形象、活泼、鲜艳的事物容

易记忆ꎬ而老年人的记忆力往往有明显的衰

退ꎬ为老年人设计的电子用品必须去除复杂

的符号ꎬ只保留基本的功能ꎬ且符号设计要

大ꎬ要易于识别同时方便操控ꎮ 因此ꎬ在设计

时ꎬ设计师应当全面考虑不同用户的记忆特

点ꎬ这样才能有效地帮助用户加深记忆ꎮ
３.对记忆情感的影响

研究表明ꎬ当人的大脑识别和存储信息

的时候ꎬ会将感官接收到的信息与情感结合

起来ꎬ一旦这些感官记忆在一定的情境下被

再次激活时ꎬ在此情境下的情感体验也会再

次涌现[９]ꎮ 这便是设计对记忆的另一个作

用———唤起用户的情感共鸣ꎮ 当一个优秀的

设计被用户接纳的时候ꎬ它总是会在某个方

面唤起用户的某些记忆ꎬ这些记忆或许是感

官上的ꎬ如妈妈做的菜的味道、阳光下晾晒的

白色衬衫、儿时午睡醒来后窗外的蝉鸣等ꎻ又
或许是某些行为ꎬ如打开一个汽水瓶盖、按下

音响的开关或者捏扁一个浸水的海绵当

这些生活中长期积累的素材被用于设计中

时ꎬ会很容易地引起用户的情感共鸣ꎬ这时候

的设计就不再是单纯的物的设计ꎬ它也被赋

予了人的情感ꎬ能够与用户产生精神的交流ꎮ
著名的米兰阿莱西产品设计公司总裁阿尔贝

托阿莱西曾经指出:“真正的设计是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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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的ꎬ它能传递情感、勾起回忆、给人惊喜ꎻ
好的设计就是一首关于人生的诗ꎬ它会把人

们带入深层次的思考境地ꎮ” [１０]也即是说ꎬ设
计师在结合情感记忆进行设计的时候ꎬ并不

只是简单地将记忆中的元素照搬或者仿照ꎬ
而是通过提炼和抽象ꎬ总结其精髓而后赋予

其现代环境中新的定位与内涵ꎬ让其产生新

的形象与意义ꎮ 如图 ４ 所示的榨汁器ꎬ它是

将手动榨汁器的功能与花洒的存储功能结合

了起来ꎬ在使用的交互过程中ꎬ给用户带来一

种新奇的体验ꎬ同时也会产生一种恍然大悟

的感觉———“原来是这样啊!”

图 ４　 “花洒”式榨汁器设计

五、结　 语

当理性冷漠的工业时代逐渐被情感需求

所包围的时候ꎬ记忆与设计的关系便显得尤

为重要ꎮ记忆的介入将会有效地丰富设计作

品的内涵、提升设计的品质ꎮ 因此ꎬ将人类的

记忆特征与设计思维相结合ꎬ设计产品与用

户之间将会变得更加容易沟通和产生共鸣ꎬ
设计带给用户精神愉悦的同时ꎬ也将会证明

自己的本身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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