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域性&当代性>>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地域性&当代性>>

13位ISBN编号：9787112111671

10位ISBN编号：7112111676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作者：赵健 编

页数：1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域性&当代性>>

前言

　　此间讨论的“地域性”，非指民俗民风的记录、整理以及相关符号的“集锦式”铺陈；同样，此
间所指的“当代性”，亦非20世纪前半叶那席卷全球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主义与风格。
　　30年间，“中国设计”沿时代的征程迅跑，在科学、理性、实用及工业化大生产之间循环比照、
交互求证的同时，亦以“批量、通用、互换和标准”为基础，辅以“片断化、可复制”的组织。
与“征服自然”相对应，与对人的生存环境提供“最彻底保护”的系统相对应，与由前述各项所构威
的“理论体系”相对应⋯⋯　　在设计观念、样式和方法等领域中，基于经济高速的惯性和制造业的
强大平台，“复制”变得极其简单，“功能”亦是唾手可得。
“现代性”在演绎“设计”价值、“征服自然”并“最彻底保护”人之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在“误征
服”人的“自然性”，并“最彻底保护”着人也被批量、被通用、被片断和被复制。
　　同样因经济的高速和制造业的强大，当今获取“技术与质量”似已轻而易举。
故“技术”的魅力逐渐消减，“质量”的评判日趋多元；“技术”的受惠者不再关注技术本身，相反
挑剔其对“直觉”的负面影响；“质量”的苛求者亦不在乎“经久耐用，美观大方”，相反沉浸于“
界面友好、自然代谢及无后果降解”等别样的价值⋯⋯为此，当代人（包括制造设计和消费设计的人
）尽管身处“有史以来科技无所不能的最发达时期”，但却无法割舍人类最本质的一层，即“对自然
的依恋”。
　　于是，人们逐渐忘却“低技术时代”人与自然相处的艰辛，而与日俱增地怀念那逝去久远的“初
级阶段”；人们在一如既往消费“现代”的同时，乐于从已逝去的各时代中，搜寻自己宁愿放大甚至
转义的“旧情”，以试图重建“跨越时间”的精神家园；人们情不自禁地避开与“批量”相关的“商
品”，避开与“通用”相关的“法则”，而在相对“不易批量和难以通用”的“独特”中，去选择或
强调由其显现的差异，以及由差异呈现的“地域性”。
　　面对物质极大丰富的平台，人们不愿“被系列”和“被标准”，在潜意识中希望“什么都有”。
于是“混搭”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曾追求“极限品质”的高雅阶层全盘接受；“融合”也毫不费劲地被
曾希冀“全盘西化”的脱贫致富人群奉为当下“秘笈”。
　　在喝彩“经济高速”的同时，人们逐渐认定“生活速度”和“生命价值”的相互关系应上升为“
唇齿相依”。
显然，“当代性”在质疑现代社会中“被扭曲的速度”，而“地域性”则客观上对“速度的被还原”
提供着有益的启示。
　　——当代性与“时态”相关，它是特定时空内“人的智慧与客观环境的高度结合”；既呈现“文
化与科技的现代进行时”，又是对“迄今为止”多种地域成果作符合今日价值观和方法论的解读与运
用。
当代性不限于盛行的“主义”与主流的“风格”，它是当下语境中对特定逻辑、特定样式、特定品相
、特定价值的认知、解读、重构，而非“重复原有面貌”。
它包含最广阔时空中那些或闪烁、或延续，或隐伏、或强势的林林总总。
　　——地域性与“落后”无关，它包含“传统”但不等同于传统——它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人与环境
的相处之道；回望大部分“地域性成果”的价值。
它们均属特定时空条件下“智慧与环境的高度融合”，因而都是当时的“当代成果”；同时，诸多这
类“成果”（或现象）的被接受、被传承，以致于“被文化”，则汇聚成特定时期的“当代性”；相
反，在同一时期诸“当代成果”间的差别，则大多与其时的文化经济及自然条件相关，这些条件的综
合呈现即“地域性”。
　　地域性是特定时期“当代性”的总和。
　　当代性与地域性的交互关系，是人类文明动力中最自然的顾盼行为和繁衍本能。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这对处于中国设计教育改革与实验最前沿的“南北兄弟”，
共遨全国的设计教育家和设计家，以“设计的当代性和地域性”为题，展开有益的交流与讨论，并在
此基础上集文成书，其行为虽小但却生动有力。
　　上述“两院”的李当岐教授、杨珍妮教授、杭间教授、赵健教授对此活动高屋建瓴、宽松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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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冠中教授、王受之教授对此活动亦作出学术贡献；方小风教授和东美红教授在本次活动的选题、策
划和组织中显现出智慧与精准；《装饰》杂志和广州美院设计学院的师生为本次活动的奉献卓有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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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间讨论的“地域性”，非指民俗民风的记录、整理以及相关符号的“集锦式”铺陈；同样，此
间所指的“当代性”，亦非20世纪前半叶那席卷全球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主义与风格。
30年间，“中国设计”沿时代的征程迅跑，在科学、理性、实用及工业化大生产之间循环比照、交互
求证的同时，亦以“批量、通用、互换和标准”为基础，辅以“片断化、可复制”的组织。
与“征服自然”相对应，与对人的生存环境提供“最彻底保护”的系统相对应，与由前述各项所构威
的“理论体系”相对应⋯⋯　　在设计观念、样式和方法等领域中，基于经济高速的惯性和制造业的
强大平台，“复制”变得极其简单，“功能”亦是唾手可得。
“现代性”在演绎“设计”价值、“征服自然”并“最彻底保护”人之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在“误征
服”人的“自然性”，并“最彻底保护”着人也被批量、被通用、被片断和被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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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地域性与当代性教育旁观者的立场教育研究者的思考教育实施者的行为教育者实践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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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域性”与“当代性”是中国装饰杂志社和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共同主办的“2008全匡设计
教育论坛”的主题，由体制内重要的学术和教学机构提出来的课题，应该很重要吧。
　　一、你活在哪？
　　当代中国创意力量的格局和趋势完全摧毁了传统学术意识上对地域性的认知。
如今的学人如果还停留在言必提海派、岭南派的旧时说法，大约他当自己就是个俑，可怜得很。
　　以对中国近30年来经济发展的观察来看，富地依然是孵化创意产业的基本条件。
我给富地定义的两个指标：一是人多；二是有钱的人多。
以这两个指标的综合因素划分，最为接近的也只有三大板块：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渤海湾
板块。
　　这三大板块是改革开放30年来逐渐形成的势力，在这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预测在未来的2。
年内，中国很难再有其他的板块会取代这三大板块的其中-块；我们完全可以预测，这三大板块的能量
在未来20年中将变得更为强大。
基于这一判断的前提，所谓“地域性”认知的划定和讨论才可能具有当代意义和前瞻性。
　　仅以广告为例，它作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创意产业的重要支柱，其创意力量的超半壁江山一直为
京、沪、穗所拥有。
就以中国广告长城奖为例，直至2008年第十五届等级奖以上的数量，京、沪、穗三地依然占了00％，
金奖以上的获奖量更达到82％!这已经是30年的事实，如改变除非出现神迹。
　　当然。
全球化的趋贽也改变了“地域性”划分的传统惯性。
所谓的总部经济，让上海成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和火车头，开启了会展、物流强势，吸引了不少中
国精英。
广州也有很多世界500强单位的进驻，但多是车间。
当然成为世界工厂也很了不起，当然也推起了这一方的经济。
北京能称作中心的功能不少，如今也将和不少世界车间进驻的天津连接．重要性自然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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