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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理论及实践教学系列教材:设计艺术学概论》主要是在设计艺术理论的基础上进行
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面对设计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时，面对“图案”、“工艺美术”、“装饰”、“设
计”等不同概念时，提出“设计艺术”的同时，把“设计艺术”在中国的发展阶段一一列出，目的是
更好地理解现代意义上的“设计艺术”。
《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理论及实践教学系列教材:设计艺术学概论》还在对设计艺术的特征、分类、原则
等基础理论综合、系统地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设计文化以及设计风格。
同时，在设计艺术批评及设计艺术教育方面有更为深刻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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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设计文化的建设是一个民族设计艺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目前，对于设计文化的理解，我国设计界有两种不成熟的设计倾向令人担忧。
一是缺乏设计文化知识，对各国设计历史和文化全然漠视，只是照抄和模仿所谓的“新潮”样式，导
致作品没有针对性，与社会或实际项目要求有很大的差距。
二是强行制造“设计文化”，即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在设计界比较活跃，但是这种活跃更多是为了
“中标”的一种投机，一种庸俗化的、表面上的对国外的翻译与模仿。
此类设计懒于对我国具体情况、具体项目的功能与目的要求做针对性的分析和研究，只是把汉字、吉
祥图案、青铜纹样等传统的设计符号拿来，硬生生地加在现代材料上，美其名日“具有中国传统文化
内涵”，使作品流于虚浮的俗套，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我们并不是否定设计界浮现的后现代主义，而是主张设计师在学习或借鉴后现代主义设计风格时，要
分析与消化其存在的围内“土壤”，思考如何在自己的设计项目中找到合适的契合点。
这两种设计倾向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既没有真正学习西方经过几十年历程的现代主义设计的合理性，又
没有认真地消化和理解我们自身的设计文化。
 以我国动画设计为例。
多年来，在动画艺术形象的塑造上，一提到民族化与本土化，许多人总认为是落伍的、陈旧的，是不
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这种认识在当今动画艺术创作领域极具普遍性。
以至于中国动画界虽然在20世纪50—80年代经历了30年左右探索中国动画民族风格的辉煌，但是目前
在中国青少年心目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动画形象基本上都来自国外，如米奇、史努比、圣斗士、青春美
少女、机器猫、神探柯南等。
更为讽刺的现象，近几年来被国内认为陈旧落伍的中围本土的文化资源被国外动漫界加以开发和利用
后反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例如美国根据中围人熟知的历史故事《花木兰》，创作了动画影片《花木兰》；全球票房达到6.3亿的
美国三维动画《功夫熊猫》，从景观、布景、服装以至道具均充满中国元素，其美术总监雷蒙德·兹
巴其(Raymond Zibach)为此花了8年时间，潜心钻研中国文化、艺术、建筑、山水风光，务求做好动画
中每个细节，忠实反映中国特色。
为什么国外动画设计师能够从中国文化中找到动画基因，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阐释中国的文化现象，
并取得成功，而我们却一味崇尚国外的东西，对自身的文化视而不见呢？
对我国艺术设计教育有着长期思考的潘鲁生教授认为：“关键是没有摆脱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心态，
漠视自己的文化根基，甚至自己的传统，长期的西方文化中心观念制约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对
本土文化缺乏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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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理论及实践教学系列教材:设计艺术学概论》是美术与没计类专业理论及实践教学
系列教材。
《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理论及实践教学系列教材:设计艺术学概论》适用于艺术院校设计及美术专业师生
学习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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