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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技术时代，设计成为了一种新的存在理念。
建筑设计、工业设计、艺术设计等不一而足。
这表明设计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
同时，设计学也成为了一种显学。
许多大学设立了相关的院系，很多人在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但目前中国学界关于设计问题的研究无非行走在两条道路上。
其一是对于西方设计理论的翻译和介绍。
现代和后现代的一些设计理论和流派对于国人已经不再陌生，而是成为了常识。
不过，人们大多只是关注设计的技艺和技术层面，而没有考虑设计之外更为复杂和深刻的思想问题。
其二是对于传统设计理论的挖掘。
从先秦到明清的设计思想都得到了梳理和重构，特别是道与器的关系似乎成为了人们必须讨论的课题
。
然而，比起西方那些具体的设计方案，这种讨论有时显得特别空泛，仿佛成为了一种玄谈。
　　尽管如此，还有一个当代设计的话题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重视的，即现代设计的核心从物转变到事
。
这值得人们深思：什么是这个事情？
而且如何从事情出发去设计？
显然，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此问题并没有给出非常满意的回答。
　　在这样的语境中，李万军博士的著作从事了极其具有创造性的探索。
它阐释了那个规定了设计本性的事物，即生活世界中欲望、技术和智慧（大道）的游戏活动；同时也
分析了当代事情的发展，也就是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流行。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规定了当代世界的设计。
正是从当代的事情出发，人们可以思考如何更好地去设计。
　　其实，设计是人的活动的一般本性。
但只是在工业时代尤其是技术时代，它才成为了一个主题。
设计在根本上是被技术所规定的。
因此，它必须考虑任何一个被设计的器物的工具特性，亦即它如何作为手段最好地满足人的相应的目
的。
同时，设计除了考虑人的实用性的目的外，还要考虑审美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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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运用一种“无原则批判”的哲学方法，对当代设计现象及其问题进行阐释。
从存在的维度出发，深入思考了设计的一般本性问题，剖析了设计活动中的欲望、技术和大道（智慧
）。
设计的创制是在智慧的指引下，由人的欲望出发并借助于人身体的技艺和现代技术，具体显现为欲望
、技术和大道（智慧）三者聚集的游戏活动。
当今，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基本危机主要表现为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行，这也必然
影响到当代的设计活动。
对当代设计的基本问题所进行的批判，并不是消极的否定，而是为其划分自身的边界，这一方面是否
定性的解构，另一方面是肯定性的建构，进而为当代设计批评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设计批判>>

书籍目录

序导论 设计如何与存在相关联　一、设计释义　二、回到设计的开端　三、设计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第
一章 设计的一般本性　第一节 设计与自然　　一、人与自然　　二、设计的生成　　三、设计中美
的创制　第二节 设计与生活世界　　一、作为生活世界的设计　　二、人为事物　　三、创造一种生
活方式　第三节 设计与技术、艺术的关系　　一、艺术与设计　　二、技术与设计　　三、美的设计
第二章 设计作为欲、技、道的游戏　第一节 欲望：设计的生成　　一、生成的欲望　　二、设计的
生产　　三、设计作为欲望的表达　第二节 技术：物化的行为　　一、何谓物化　　二、物化形式的
艺术　　三、物化与人的存在　第三节 智慧：设计的指引　　一、智慧的显现　　二、由“技”到“
道　　三、通向大道的设计　第四节 设计：欲、技、道的游戏　　一、设计与游戏　　二、设计游戏
的发生　　三、设计作为欲、技、道的游戏第三章 当代设计的基本问题　第一节 享乐化设计　　一
、欲望与享乐的区分　　二、设计中享乐的分析　　三、享乐化设计与人的存在　第二节 技术化设计
　　一、技术与技术化的区分　　二、设计中的效率原则　　三、技术化设计与人的存在　第三节 虚
无化设计　　一、虚无主义与设计的理念　　二、设计中的虚无化分析　　三、虚无化设计与人的存
在结语：设计之道参考书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设计批判>>

章节摘录

　　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向中，西方思想的规定性由存在变成了语言。
后现代思想的根本特征是无规定性，表现为无基础、无目的、无中心、无原因等，因此解构主义成为
后现代思想的标志。
“后现代主义拒绝（并积极地‘解构’）一切有权威的或在想象上永远不变的审美判断的标准，它对
表演的评判只可能根据它如何成为表演之物。
”①后现代艺术成为行为与参与的艺术，似乎不再需要审美标准与“艺术合理性”。
它反对中心性、二元论以及体系化，消解了传统与现代美学思想中关于艺术理论的基本观点，当然也
力图去消解一切规则。
艺术在后现代思想那里碎裂为波普式的工具性和达达式的欲望性。
绘画“还原”成颜料、画布乃至任何质料的偶然存在，艺术在抛弃理性并超越理性的同时，还瓦解了
艺术自身，使艺术成了任人摆布的支离破碎的碎片。
由此，后现代艺术的本性不再是创造，而是走向了无规定性。
　　西方艺术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由理性的规定走向原则的背离，从单一的技艺活动走向多元的无规
定性，展现出各个时代的思想对艺术的规定性。
艺术具体显现为：古希腊的置于理性之下的创造活动；中世纪的自由艺术；近代的美的艺术；现代的
存在的艺术和后现代的碎片。
每个时代的艺术往往离不开那个时代的思想背景，因此思考艺术需要将每个时代的思想主题揭示出来
，认清艺术在何种层面与思想关联，使得具体的艺术实践活动成为时代思想的显现。
　　艺术在现代成为存在的艺术，也促使了设计的生成。
存在是关于人的存在，是使人更好地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中。
设计曾是艺术领域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只是到了近代工业化大革命之后，艺术逐渐分离为两大基本门
类：一类是纯粹艺术“为艺术而艺术”。
纯粹艺术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之下，追求形式的表达，放弃一切外在的目的（欲望）和根据（
原因）。
由此艺术不同于手工艺和机械技术，是一种自主自律的活动，将摆脱一切束缚，成为一种自由的单纯
游戏。
另一类则是实用艺术“为生产的艺术”。
“在工业设计中同样：一种新的材料一般首先应用于旧有的设计中，这些设计的提出原本是为利用长
期确立的材料，只是制造商逐步把最适于新材料的形式赋予了他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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