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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设计学研究（2012）》较客观地反映了国内设计史研究的格局，基本上代表了上海设计与中国
现代设计史写作的前沿研究和最新成果，对于促进中国现代设计史研究和设计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
其中，“上海设计研究”，主要涉及近现代上海地区的设计问题，包括近现代上海设计相关行业、产
业资料的挖掘，整理与研究，将一些久已走出常人视线的资料重新纳入研究视线，以及近现代上海设
计事务所与设计师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等；“中国现代设计史研究”，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关照中国的
设计史研究问题，包括对中国近代设计史写作问题的研究、近现代设计教育问题的发展研究、对设计
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对设计史研究中自身定位问题的思考等：“上海设计文化发展报告系列”，主
要涉及2010年上海设计文化发展的几个主要方面，其主旨在于为中国当代都市设计文化批评与研究提
供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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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建平，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中国美术家协会平面设计艺委会委员，上海市工业美术设计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
国高教委设计艺委会常委。
著有《风格、形式与设计》、《城市标志创意设计》、《版式构成》、《平面广告设计》、《创意与
表现》等多部著作。
曾担任上海世博会户外形象广告设计专家、上海世博会企业馆评委、2010年亚运会形象与景观专家。
目前主要从事上海设计系列研究、视觉设计文化研究等。
 邹其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后。
主要研究领域：美学、设计学、经典诠释学等。
著有《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专著，商务印书馆）、《营造法式》（古籍整理，人民出版社）
、《设计史》（译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等。
目前主要从事朱子诠释学美学系列研究、《营造法式》系列研究以及当代中国设计学理论体系问题研
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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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上编 上海设计研究 近现代上海美术设计研究 设计史的镜像——关于“上海设计”与设计史写作
的现实 月份牌与中国现代设计的兴起 《贡献》之贡献——中国现代装帧史不应遗忘的一页 月份牌最
早印刷发行的时问分析 上海“摩登”：新中国建设初期的设计史样本——关于1950—1960年间上海设
计史实的片段考察 蔡振华和他的设计 海派文化与上海设计——关于《上海海派设计史》的研究与写
作思路 发展上海时尚产业，培养创意设计人才 都市设计教育 近代上海商标设计中的视觉元素构成分
析 上海月份牌画广告的商业艺术魅力和文化意蕴 月份牌广告的艺术风格研究 探究上海老字号品牌形
象的重塑之路 把根留住——从老上海广告画发展史谈中国设计教育方向 当空间遇见平面——上海地
铁广告的视觉特色 稚英画室与雷蒙·罗维设计事务所比较研究 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网络交互艺术设
计——上海与海外网络交互艺术设计之个案应用分析 论传统月份牌从传播载体向独立设计制品的转变
上海早期现代画报封面艺术设计——以《真相画报》、《良友》画报为例 近代早期上海设计史的书写
：一种“坎普”视角的都市文化解读 中编 设计史研究 设计史的意义与重写设计史 农村社区社会创新
研究与实践——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夏令营 造物文化的“大历史”——《天工开物》研究 民国时
期工艺美术和设计艺术的写作成就与特点 以画促销——月份牌的形式和功能 西方中世纪建筑理论的
痕迹 媒体艺术的拐点 设计史学小史 中国艺术设计教育的转型和确立 设计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去
田野中寻找生活的设计历史 百年民生设计得失谈 简论中国设计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对象及其历程 从
《西京杂记》名物词看西汉艺术成就 上海与中国广告研究的滥觞 作为观念的文本——设计艺术理论
与历史写作的研究及其该有的地位 浅谈设计史中的民主和社会属性 从诗意到欲望：现代建筑的空问
叙事 包豪斯与中国现代设计的历史渊源 修复受伤的地球——生态艺术的当代使命 游艺无疆÷关于中
国传统民居建筑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剪变——乡土剪纸艺术的都市际遇 现代摄影创作视觉表现的研究 
公共艺术与公共结构 关键词与超链接一设计学基础理论教学的3对矛盾及对策研究 画皮·画骨·画心
——建筑表皮中的结构表达 中国近代设计史写作现状研究 公共性景观艺术设计与上海城区的发展 后
现代主义对中国广告设计业的影响 关于设计史研究的三点思考 海派京剧旦角服饰的主要设计特征和
设计思想 下编 上海设计文化发展报告系列 上海环境艺术设计发展报告（2010） 上海服饰设计发展报
告一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的展馆职业服设计 上海平面设计发展报告——上海平面设计与新媒体的互动 
上海动漫艺术（2010） 上海工业设计发展报告（2010） 附录1 近现代上海美术设计文献展 附录2 传承
设计经典，共创设计未来——记“上海设计与中国现代设计史写作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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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新媒体的普及大大加强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使信息的传播及时、迅速。
综观近两年重大的社会事件，很多都是由网络发轫，很快影响到传统的主流媒体，从而形成声势浩大
的“社会运动”。
新媒体由于其特殊的传播方式，“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对内容和其影响力形成了多维
度凝结、多层次提升与多次性并置，从而也达到了媒介议程设置前所未有的穿透性传播效果”。
 新媒体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它的交互性。
媒体不仅仅影响着受众，同样也受到受众的影响。
而新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人们的反馈，真正实现新闻的“传播”功能。
受众的欣赏口味、价值取向，正在改变着媒体的报道风格。
新媒体为普通民众提供了足够的表达机会和平台，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自由表达的空间，如博
客、个人空间、微博。
人们不仅可以对新闻事件进行自由评论，还可以上传图片、视频，充分展现个人风采。
 从传播的方式来讲，传统媒介是一种线性的传播，受到时空的限制。
传统媒介在传播方式上各有其优劣，如报纸携带比较方便，易保存，对事件的评论深刻而全面，但是
信息量相对较小，时效性要差些。
电视给人强烈的现场感，但是转瞬即逝，收视上又受到时间的限制。
除此之外，新媒体在信息的传播上具有极强的时效性。
 新媒体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某些隐患，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有用信息很难及时地被分离出来，更
多的是毫无意义的无用信息。
这些信息噪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
 新媒体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人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新媒体的存在悄然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由于新媒体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我们既要看到其传播优势，又应充分认识到新媒体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改正，促进新媒体的良性发展。
 二、新媒体为平面设计带来的便利 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叫前田约翰的教授说“电脑不是一种工具，而
是一种材料”。
我们今天凭借着电脑技术的完美模仿力，完全可以抛开纸笔，仅用鼠标键盘就可以在电脑中作出完美
的平面设计。
平面设计从传统的“纸质平面”逐渐延伸到了“屏幕平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平面设计的表现手段
随之更新。
从某种程度上为平面设计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新技术和新媒体的更新为平面设计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多元的展示平台。
 新媒体给平面设计带来了以下几点便利。
 首先，平面设计制作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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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设计学研究(2012)》以“中国现代设计史和上海设计”为主题，较客观地反映了国内设计史研究的
格局，基本上代表了上海设计与中国现代设计史写作的前沿研究和最新成果，对于促进中国现代设计
史研究和设计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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