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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是作者1994～2009年15年来专心于“设计艺术理论与历史”研究、教学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和总
结，其中大部分文章已经发表。
     本文集共分五部分，第一，理论探寻。
主要包括设计史和设计理论研究的文章，也有几篇美术史与美术评论的文章；第二，设计教育。
主要是在山东轻工业学院任教期间针对设计教育提出的一些想法；第三，课题研究。
包括在15年间已经完成、正在进行中和未来研究设想的选题报告；第四，域外随想。
是2004年在加拿大几大城市针对设计的“所见，所思”；第五，清华课堂。
在清华大学读博期间，除了美术学院的必修课程外，书中还选择了建筑学院、人文学院和公共管理学
院的某些选修课程，课程内容非常丰富，为作者做设计艺术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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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佳 
    1963年1月生于山东济南，设计艺术学博士，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先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分别获得学士、硕士
、博士学位。
曾任山东轻工业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
多年来，一直从事设计艺术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在《人民日报》《装饰》《中华文化画报》《艺术百家》《中国成人教育》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
著作有《设计概论》《加拿大平面设计》《工业产品设计与人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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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消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品具有更多的符号化、象征性的意义，而这种符号化、象征性
应该是个性化的要求和生活品位的追求，而不是盲目的、满足虚荣心的、无限消耗和浪费式的消费行
为。
对于消费行为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中人类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注意到商业与消费同人的本性、文化和社会建构之间密切的关系，作为这种关系的媒介——工业产品
及其设计同样也体现这些因素之间既密切又复杂的关系。
　　关于消费，广义的消费是指所有购买商品和使用商品的行为；狭义的指购买商品之后的后续行为
，即使用和享用商品的行为。
所有购买和使用商品的人，包括设计或制造产品的人，最终都是消费者。
但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现代消费概念不仅包含有商品的实物消费，而且还包
含其符号消费，消费的含义也就更为宽泛。
符号价值同样是现代消费的一部分，它补充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价值学
说。
　　工业产品作为物质与精神文化的载体，是功能、结构、材料、价值、安全、审美、人一机关系等
多种因素的综合体现，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的丰富多彩，社会结构中社会分层细化，作为工业产
品的符号价值被独立出来，甚至被人为地加大了它的作用。
由于文化与经济巧妙地结合起来，也显示出工业产品文化本身的力量。
工业产品及其设计不仅体现当代文化与经济的联系，同时也暗含着当代社会结构运作的规律和奥秘。
　　第一，社会分层与符号价值。
由于人有思想、文化，有各种欲望和主观的意向，往往通过各种中介和各种象征同“他人”和“他物
”构成各种各样的关系。
而且，符号等级与社会等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应的。
在当代社会，产品或商品被作为追求声誉、满足欲望的符号体系，在作为物体符号来运作时体现着社
会结构、分层、功能等社会意义。
工业产品不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单纯地被独立出来，也就是说，消费者不会从产品特别用途
上去看待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待产品。
个人计算机、手机、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生活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层次的意
义。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一些家庭里是把电冰箱摆放在客厅里；电视机成为左邻右舍“共享”的物品
，这里面，有文化符号的意义，也有炫耀的可能，还有社会的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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