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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叙事媒介，产品是联系人类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进行人与产品

之间对话、实现人与人之间感性互动与情感交流的载体。从叙事载体和叙事属

性来看，产品叙事具有叙事载体的物质性、叙事方式的多维性、叙事体验的感受

性三个特征。在产品的设计、使用和销售过程中，设计创意、功能实现、消费体

验和展示方式都具有明显的叙事性特征。产品叙述主体包括设计师、消费者和

生产商三类人群。为了更好地表现产品的叙事价值、传递产品叙事的故事内

容，有时在叙事过程中会出现多个叙述主体，形成多层次的叙述空间。而叙述

主体的并置与分化不仅有利于从各种角度丰富产品叙事的内容，也可以丰富产

品叙事的表现手段，有利于消费者／受叙者对叙事内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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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事指通过诸如语言、形象、声音或其混合

媒介来再现发生在特定时间、空间的事件。通

过叙事的方式人们可以来讲述世界，进而产生

对世界的理解。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世界和

向别人讲述我们对世界的了解的方式［１］１０。

无论是虚构的事件还是真实的事件，都可

以通过叙事的方式进行呈现。叙事出现在每个

时代、每个地方、每个社会，可以说从来还没有

一群没有叙事的人［２］。罗兰·巴特在１９６６年

发表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短文将叙事

从文学与小说载体拓展到所有的文艺“文本

（作品）”上，充分显示出将叙事研究涵盖到非

文学的创作作品分析上。只要材料能表现出人

的故事，叙事的概念就可以运用到各种不同的

实体里。叙事性可以由故事、小说、口语、演讲、

电影、绘画、意象、姿势或由任何上述方式混合

所产生。产品可以作为叙事的载体。

目前，学界对产品叙事的研究多是对其出

现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进行的梳理［３］，在此基础

上运用符号学和叙事学理论对产品的叙事表达

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总结，对产品叙事“阅读”心

理现象的整体框架进行了构建［４］，这些产品叙

事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对叙事性设计的研究具有

指导意义。然而，在当下社会，产品进入市场后

就进入了“作者已死”的状态，往往会出现产品

叙事的编码和解码脱节的现象。因此，在对产

品叙事意义解读呈现多元化趋势的背景下，厘

清产品叙述主体分化的规律和特点，有助于设

计师在进行叙事意义构建和传播中从叙事的接

收者的角度进行反思和构建，从而达到“意义

控制”的目的。鉴于此，本文拟在阐释产品叙

事概念的基础之上，分析产品叙述主体分化的

类型，以供学界参考。

　　一、产品成为叙事的媒介

　　生活中人们希望通过讲述世界的故事来重

新认识世界，继而也重新认识自己。一方面，人

们从故事中学习东西……实际上需要故事给日

常生活带来色彩和乐趣［１］１４９；另一方面，一个故

事只有经过过滤、解构、重组后进入博尔斯坦所

说的“伪事件、伪历史、伪文化”才能变得“可以

消费”。故事的真实性及其历史和思想不再重

要，重要的是如何通过编码和媒介操作进行事

件的营造。

产品的实用性是其存在的前提，但越来越

多的人意识到它也是一种表达工具。因此，我

们更多地从意义逻辑范畴、象征规则和体系范

畴［５］１１来认识产品，把它看作激情和事件的寓意

符号。在现代商业社会，消费者不再单纯对产

品产生兴趣，他们渴望在与他者互动中获得参

与塑造自己经历的机会，而不仅仅是获得公司

为他们带来的体验。可以看出，消费者不再仅

仅从产品性能本身来看待产品，而是从它能带

来的全部体验、意义方面来看待产品。对产品

的消费也逐渐由对物质的消费转向对非物质的

消费，由功能解决转向心理体验，通过获得产品

背后的意义、象征和故事以达到获取身体体验

和精神慰藉的目的。可以说，产品不仅仅是由

停留在视觉要素层面的形式构成的，更是在制

造一个个“故事”。作为一种叙事媒介，产品成

为联系人类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载体，开启

了人与产品之间的对话功能，实现了人与人之

间的感性互动与情感交流。

产品叙事是指将产品作为一种叙事文本，

通过其恰当的造型、功能、语境、传播等方式讲

述或表达特定的故事内容。不同于文学叙事，

产品叙事建立在人们对产品的视觉、使用或心

理等方面的体验基础上，形成一种沟通和交流，

唤起内心的感受、记忆或联想。当叙事发生时，

产品已经脱离了其功能与实用状态，成为叙事

的道具或事件中心。

从叙事载体和叙事属性来看，产品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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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叙事载体的物质

性。产品叙事是以三维甚至三维以上（包含声

音、气味等）的方式呈现的，不仅可供欣赏，还

可以被受叙者在触摸时加以体验和想象，以实

现更为丰富的叙事效果。其二，叙事方式的多

维性。产品叙事通过将功能、造型、色彩、声音

等显性要素和体验、记忆、历史等隐性要素并置

进行，提供一种能协同使用多种媒介、语境的综

合叙事。其三，叙事体验的感受性。在产品叙

事中，没有文本叙述的声音和时间流，产品只能

通过自身的无声“语言”———符号———向受叙

者传递故事，受叙者只能通过回忆、体验等方式

了解故事的内涵及其背后的意义。

产品既然有叙事功能，那就存在叙述主体

的问题，即谁在叙事———由产品所引发的叙事

体验是由谁引起或主导的。产品是由设计师设

计完成的，叙述主体是否就是设计师呢？在回

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叙述主体的

问题。

　　二、叙述主体的分化

　　叙事包括故事与话语两个方面，分别表示

叙事的对象和表达方式。故事指叙述了什么，

包括事件、人物、背景等；话语则涉及怎么叙述，

包括叙述形式与技巧。在叙事文本中，叙述主

体指故事内容的述说者，是叙事行为的承担主

体。叙述主体是叙事研究的核心概念，它是分

析和解决叙述什么和怎么叙述等问题的前提。

根据是否参与故事以及参与故事的程度，

可将叙述主体分为异故事叙述者、同故事叙述

者和同故事自述者三种。异故事叙述者指叙述

者置身于故事之外，在故事中不担当人物角色，

从他者的角度进行故事的叙述。异故事叙述者

对整个故事的发展和人物关系了解得最清楚，

呈现出居高临下、洞悉一切的特点，因而他的叙

述是一种全知叙述。同故事叙述者指叙述者在

故事中承担一定的角色，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

分析和描述故事。由于受到故事中的角色限

制，叙述者的叙述只局限于情节的表面，不能进

入到故事的深层领域，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真

实思想无法涉及。同故事自述者不仅身处故事

之中，而且担当故事主角，其在故事中进行自我

叙述，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去听、去想，能够对自

己的主观感受和所见所闻进行全面叙述。

传统叙事是一种全知叙事，作者就是叙述

主体，以一种权威的全知全能叙述者的身份对

故事进行叙述。因此，异故事叙述者能有效控

制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也对文本中人物的

行为活动和内在情感十分了解。叙事文本是作

者创作意图的产物，其中的情节、人物都服从作

者（叙述者）的权威。

在向现代叙事的转变中，传统叙事的唯一

叙述主体呈现出分化趋势。叙事作品的叙述主

体向隐含作者、人物分化，并且出现多重的并置

现象。现代叙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作者不直接

介入叙事作品，在任何叙述文本中，都存在叙述

主体分化的问题［６］。叙述主体从作者权威走向

主体分化，拓宽了叙事作品解读的多重可能性，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开放多元的阅读空间，形成

了叙事文本的艺术魅力，也造成了叙事评价的

多重性。

　　三、产品叙事的叙述主体

　　在产品的设计、使用和销售过程中，设计创

意、功能实现、消费体验和展示方式都具有明显

的叙事性特征。围绕产品的设计、使用、销售各

个环节所涉及的人员，均可成为叙述主体。换

言之，产品的叙述主体实际上包括设计师、消费

者和生产商三类人群。

１．设计师

在产品的设计阶段，设计师根据设计的定

位与创意进行产品的叙事性安排，将背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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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意义等创意概念通过产品的形态、结构、材

料、色彩、纹样、质感等形式表达出来，使其在满

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转变为一个“故事”。因

此，设计师承担叙述主体的角色。

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设计师对设计的符

号元素进行所指的意义表达，类似于文学家通

过对文字的谋篇布局来表达文本的内涵。换言

之，产品就像文章一样可以通过一定的表达技

巧来进行特定的叙事性构建，从而使主题和意

义得以呈现。

设计师作为产品叙事的主体和讲故事的

人，其叙事方式是通过产品的形态（包含造型、

结构、色彩、质感等）和使用方式来对叙事主题

进行表达。消费者通过产品的符号特征与关系

来感知其和叙事主题之间的关联，进而建构产

品的潜在故事和意义。作为符号和象征，产品

形态成为激发人们解读故事的主要方式。

以设计师为主体的叙事是产品叙事中最传

统也是最早的一种。在传统手工艺时期，设计

师为了表达使用目的之外的意涵，通过装饰、用

典与引用历史式样来讲故事是其最主要的表达

手法［７］。把叙事图形移植到产品上，叙说民族

神话、历史故事和生活景象是最早的产品叙事

内容。马家窑类型舞蹈纹彩陶盆（见图１）是人

类最早的叙事作品之一。该陶盆利用舞蹈图案

巧妙地把原始的舞乐活动这一事件充分地表现

图１　马家窑类型舞蹈纹彩陶盆

出来。当盆中装满水后，整个舞蹈场景在水中

的倒影就显得更加栩栩如生。

现代主义之后的设计为突破现代设计的反

装饰、反历史、反用典，反对说故事的规则，运用

叙事的方式追求产品的视觉效果，表达对文化

的反思和历史的追忆，注重使用的仪式性。产

品通过造型符号元素的整合来“讲故事”，开辟

了设计语言表达的新途径，同时也发掘了人与

产品之间的新联系。叙事的目的不是陈述本

身，而是通过陈述事件来支持、满足、实现叙事

者的愿望和期待。无论是虚构事件还是真实事

件，均共同构成了叙述者表达其意图的素材［８］。

设计师作为同故事叙述者，站在自己的角

度进行符号的选择、排列，以及材料、色彩的处

理，使其对叙事主题的理解直接表现在设计作

品中。设计师作为叙事的权威，通过视知觉的

特征掌握整个造型结构的话语权，因而叙事话

语具有直接生动、主观片面、易激发同情心和造

成悬念等特点。设计师有意选择对某一事件的

理解、认识，如果我们以旁观者的眼光来冷静审

视设计师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来阐释的故

事，就不难发现其看法中的主观与偏见。因此，

设计师对消费者的认知能力、知识储备等的了

解，以及适当的设计语言的运用，对消费者能否

体认故事及其背后的意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以设计师为

权威的叙述主体出现分化的现象，作者（设计

师）在叙事作品中的地位出现隐藏或若隐若现

的特点，产品叙事呈现出一种开放的趋势。

２．消费者

生活中消费者会将对自己有特殊情感体验

或记忆积累的产品当作一个具有叙事功能的载

体。作为叙述主体，消费者能够讲述产品中蕴

含的情感故事以及在操作使用过程中获得的故

事体验。在权力消解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消费

者日益成为塑造自我个性的表达者与实施者，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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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在产品及其意义建构中的叙述权利，创造

属于个人的故事。根据消费者在产品叙事中参

与的程度，可以分为消费者与设计师共同叙事

和消费者单独叙事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消费者与设计师共同作为叙述主

体。设计师在对操作过程开放性控制的基础

上，引导消费者通过对产品操作的参与性和操

作结果的开放性来获得故事体验。消费者的创

造性行为，如占有、分割、自治、巧用／“误”用、

蒙太奇、多极化等往往是设计的核心［９］。“后

羿射日”台灯（见图２）通过拉弓的动作实现台

灯的开关功能，以表现故事的主题。

今天，产品越来越依赖人造智能技术。新

技术的出现使多样化的生产成为可能。设计师

在设计之初，通过预留参数设置的空间，方便消

费者按照自己的意愿修改参数，从而使消费者

获得个体的独特体验。也就是说，当消费者需

要某个适合自己的产品时，设计师会通过特定

的指令生产出所需之产品。设计师不再单纯是

一个创造产品的人，而是扮演教育与引导消费

者的角色，帮助他们成为“自我生产的申请者”。

图２　“后羿射日”台灯

也就是说，消费者和设计师一起完成叙事过程。

设计师通过视觉引导与功能操作的符号性安

排，使消费者通过参与方式感知与体验蕴含于

其中的心智对话与情感交融。例如，飞利浦

Ｎｅｂｕｌａ（星云）概念化交互式投影系统（见图３）

会理解主人的动作，制造出符合主人所思、所想

和所为的情景故事，从而营造出梦幻而又真实

的卧室氛围。

第二种是消费者单独作为叙述主体。正如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

中所言，消费被规定为……沟通和交换的系统，

是被持续发送、接收并重新创造的省号编码，是

一种语言［５］８８。产品因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生

活的故事而成为一种象征和提醒。换言之，每

个有意义的产品均会成为一个叙事体系，只不

过只有特定的人才能读懂它而已。

消费者单独作为叙述主体，设计师是无法

参与其中的。此时设计师对产品而言进入“作

者已死”的状态。我们身边特别的产品之所以

能引起我们特别的回忆，帮助我们唤起对往事

的记忆，是因为这些产品中承载着我们所熟知、

难以忘怀的故事和情节，使我们进入一个回忆

的特殊时刻。多数纪念品和流行饰品虽华丽俗

气、“虚情假意”，但也弥足珍贵，是因为它们是

一种旅行的记忆或联想的源泉。在情感领域里，

图３　飞利浦Ｎｅｂｕｌａ（星云）投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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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丑陋与漂亮不是评价喜欢与否的标准，

因为我们所眷恋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这个产

品与我们的关系以及它所包含的情感和价值，

或许最亲密最直接的产品是那些我们自己动手

制作或亲人留下的产品。

消费者作为同故事叙述者，通过产品讲述

自己的故事，通过自我叙述而成为叙述主体。

消费者能够根据个人的主观感受来体会产品背

后所隐含的故事内容和情感价值。因此，消费

者既是叙述者又是感知者。

３．生产商

在销售阶段，生产商为了讲述、传播产品的

故事，也常常充当叙述者的角色，通过广告或销

售策略，进行产品故事的述说和策划。我们经

常会被广告中所营造的产品故事所吸引，生产

商通过广告、展示等形式，会对产品的功能内

容、形态语言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当产品出现在市场时，一般都不会明示它们

是如何被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产品的社会关系被

隐藏。因此生产商为了展示产品，常常会以叙述

主体的形象来提供一个环境（通常是神话般的）

和一个形象（通常是富有魅力的）的叙事内容。

生产商作为叙事的主体，讲述故事的目的不是让

人去理解与学习，而是让人产生希望。因此，生

产商叙事是一种预言性叙事，它促成消费者产生

购买行为，完成对神圣化事件的参与。

在产品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对生产商而

言关键问题是其产品如何与众不同。生产商作

为叙事的主体，试图让消费者通过选择特定产

品来表达自我，展现自己个性化的品位。他们

将工业品当作珍贵的艺术品呈现：将之与大众

和日常环境相分离，并被一个明亮的光环所包

围，使得产品变成人们崇拜的对象。与产品销

售故事相比，销售产品本身更为重要。

当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时候，事件

往往会成为注意力集中的入口。生产商通过产

品叙事的方式展现其影响力，在商业化模式运

作下主导着设计的美感、意义的生成。因而，叙

事被直接纳入产品的营销中来，出现了事件营

销、体验营销、概念营销等五花八门的市场营销

方式［１０］。

生产商叙事通常会选择由消费偶像来扮演

故事的主角。在消费开始之前，生产商通过消

费偶像的提前演出，展现与产品有关的富有想

象力的生活故事，并引导消费者努力实现这种

生活方式。作为消费者的榜样或英雄，这些消

费偶像会引诱顾客通过联想形成一种值得购买

的感觉。

作为异故事叙述者，生产商对设计师、消费

者是有深入了解的。生产商深知设计师的想法

和表达方式，也明白消费者的心理期待和情感

需要，通过交替透视设计师与消费者的情感世

界，阐释设计师的叙述内容和叙述方式，同时又

通过沉浸式幻象促进消费者身临其境和自我表

达的形成。消费者在故事中的在场感，使得产

品能自由地获取许多文化联想和幻象，并能呈

现出关于他的社会地位。

　　四、结语

　　总之，产品叙事存在开放和限定两种。开

放指的是叙事意义的生成是设计师、产品、消费

者互动体验的结果，获取是即兴和自发的。对

一个产品而言，不同的受叙者对其叙事意义的

理解是不同的，因而具有多向性和非预见性的

特点。限定是指叙述主体通过特定的符号操作

和功能安排构建出符合特定情境和故事脚本的

故事意义，具有明显的意向性和限定性。

产品以造型视觉、操作体验、情感记忆和自

我实现等方式展现叙述，显然没有文学作品、电

影、电视等叙事媒体那样能够在时间和空间维

度对故事进行全方位的展现。产品叙事意义的

形成最终需要通过受叙者（消费者）的联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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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来实现对故事意义的补充性理解。产品叙

事能够通过构建一个变化、可参与的环境以使

个人获得独特体验，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为了更好地表现产品的叙事价值、传递产

品叙事的故事内容，在叙事过程中，通常会出现

多个叙述主体，形成多层次的叙述空间。有时，

生产商通过广告的形式（生产商叙述）让设计

师对产品的叙事内容和方法进行阐述（设计师

叙述），并展示消费者的个人体验与故事叙述

（消费者叙述），因而呈现出三个叙述主体并置

的现象，从而有利于提高产品的叙事效果。例

如，“清朝家族”系列厨房产品（见图４），结合

了“Ａｌｅｓｓｉ”“台湾故宫博物院产品馆”“清皇朝”

等概念元素，全方位地展现出产品的叙事特征

图４　“清朝家族”系列之一的调味瓶

元素，提高了产品叙事的可接受性与传播效果。

叙述主体的并置与分化，不仅有利于从各

种角度丰富产品叙事的内容和表现手段，也有

利于消费者／受叙者对叙事内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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