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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处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西方设计却成为现代设计的代名词，如同沙尘暴一样，弥漫在我们的生活
空间。
这无意让承载着无前见辉煌文明的中国设计愕然叹息，中国设计虽已从被动现代化中走向主动吸收、
融会彼此，但“拿来”西方文化的外乐过程，本质上仍然是一搞活自内的文化殖民过程，我们更应该
同时关注发源于本土社会内部的“土生土长”的文化自我演化过程。
 　　本书从“金木水火土”五行入手，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华古代设计文化，探寻中国古代设计的思想
观念、内在机制和智慧源泉，这在我国艺术设计理论领域还属首次。
书中从古代造物设计行为切入，通过对古钟、锁具、家具、木船、渴乌、水车、炊具、冶金、生土建
筑、汉字字体演进等典型案例研究，从生态、经济、文化、科技等多维视角深入分析与金、木、水、
火、土相关的人为事物的演化过程；并从事理学的角度分析史料和实料，从生活需求、生活方式、环
境背景等“造物”的外部因素，即从复杂的多元背景中探讨“物”后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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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册　　第一篇 设计事理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第2章　相关概念辨析　　人们并不被事物所
扰乱，而是被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所扰乱。
——爱比克泰德　　当提到诸如“偏见”、“同情心”、“时尚”、“资本主义”等这些词时，每个
人头脑中都会闪现出一些朦胧的印象（景象）。
比如一个白人警察殴打黑人的场景可以表示“偏见”。
一个穿貂皮大衣牵狗走过街头的女人可以表示“时尚”，血汗工厂里工作的场景代表着资本主义等。
但这其实应该叫“观念”，而不是概念。
观念是带有主观性的定义，是阻碍着交流的。
概念。
，在逻辑学里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陈述”，包括内涵与外延。
概念是所有人观念中共性的集合，随社会变化被人们赋予意义。
有许多人文概念，比如艺术、科学、社会、文化等，内涵模糊而外延广大，它们大多来自于西方（或
经由日本），并且在穿越时空的旅行与迁徙中。
早巳失去了原初的意义。
这就造成我们使用相同的一个词语讨论着某个话题，而我们各自所指涉的却是不同的东西。
概念，至少在“专门，的语言圈”应该是一种“公共性知识”。
　　本文无可避免地要在以后的论述中经常使用“设计”与“方法”二词。
为了避免造成概念上的认知错位，所以在这一章的论述里，将着重探讨与设计、方法相关的一些“知
识”。
这样做，无非是试图建立一个“范式”，一个概念的共同体，一个共同的语言体系，或说共同的信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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