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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一位文化史家曾经说过，中国近代以来有过。
三次现代化的努力。
第一次是晚清的洋务运动，第二次是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建设，第三次是现在的改革开放
。
这话说得很客观。
因为历史是前后琳继的过程。
虽然第一、第二次的现代化努力都半途而废，但三：次努力有一个共同之处：借鉴发达国家的科技成
果来建设中国，以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
其中包括借鉴发达国家的现代设计经验，使中国人的衣食住行更科学、更便捷。
所以，在我们努力实现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人口标时，总结历史经验无疑是有益的，正所谓“前车”可
鉴。
当我们仔细回顾近现代中困设计史的时候，会发现它处处在中国的文化转型期。
所谓“文化转型”，就是摆脱封建体制卜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逐步走向工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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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以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的演变为核心展开的，通过梳理“西风东渐
”背景下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的演变过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依托近代典型的设计史实与现、当
代的典型设计案例，总结和揭示了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各个阶段的演进特征，以及此过程中存在的本
质问题及其“异”、“同”。
　　目的在于“鉴古知今”，总结历史经验、展望未来。
中国设计在近代时期艰难曲折的转型过程，是中国设计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一次转型，对中国当代设计
的发展影响深远，造成这种转型的根源在于深层的社会观念、传统文化心理等意识转变。
因此首先从近代中国人设计观念的变化源起人手，历时性地论述中西设计观念强烈冲突、被动“学西
”、主动更新的整体时代特征。
同时辩证地看待近代设计观念“被动”转型中的主动性，以及现代设计观念“主动”转型中的被动因
素，进而作出客观评判。
在如何学习西方的现代设计思想，并且有目的地根据社会现实筛选、吸纳西方的先进设计思想方面：
通过对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主要时段研究，论述了近代中国对西方设计与社会经
济、生产关系之间“体用一致”关系的认识不足，走了一条盲目改良、中体西用的道路的过程和原因
；认识到民国时期的“现代化”努力，对中国设计有一定推进，但是距离全面、彻底的改革还很遥远
。
而近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新的一轮中西设计思想的交融，中国逐渐崛起的经济、复苏的文化意识为
理性地接纳、借鉴西方设计思想提供了条件，中国现代设计才步入一个真正多元、百家争鸣的时代。
同时总结、反省近代中国接纳西方设计风格的误区，论述了中国当代设计风格理性折中、良性发展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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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艺术学博士，毕业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原理与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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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以论带史研究中国近现代设计前言内容摘要相关说明第一章 从被动到主动——对“丙化”的两种态度
第一节 衰落帝国的被动“西化”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向西方求索第三节 现代改革的进程及其主动中的
被动第二章 从盲目到理性：——对两方设计思想的筛选第一节 近代中国设计的改良思想第二节 近代
中国设计风格的混乱第三节 当代中国设计思想的理性选择第三章 从量变到质变——不同的演变特征
第一节 形同而质不同的整体特征第二节 因同果不同的各个阶段第四章 从杂糅到重构——不同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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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自古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结果就是统治者及士大夫阶层空谈义理，不研究理财、经济、
商务，社会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没有现代设计成长的商业土壤。
贱商政策早在商鞅变法就确立，之后大思想家苟子更提出“工商众则国贫”的论调。
汉高祖刘邦颁布“贾人（商人）不得衣丝乘车”、而且要“重租税，以困辱之”。
唐朝的“贱商令”则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指的是做生意的商人不能和读书人在一起，以
免污辱了读书人的清高；“禁工商不得乘马”指定商人不能坐马车，只能走路；“工商不得入仕”指
的是商人不能作官，而且波及子孙三代⋯⋯这种全国上下一致打压商人的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末，以至
于我们在二十五史中可以找到一大堆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但却找不出几位杰出的大企业家。
孔子的儒家学说更是将这种抑商思想附丽与各种文化思想，并最终导致儒家对于工艺和“百工”的轻
视。
从儒家的“义利”之辩即可见，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将“义”和“利”作为二元对立的事物，以贵族阶层的“义”否定百姓的“言利
、求利”之正常需求，这不仅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造成海运、商业的不发达。
就设计技术、艺术的商业环境来说，这种思想无疑更是一种障碍，统治阶级、保守派的壁垒保护落后
的产品、设计，反对创新、变革；而自己（包括儒家）却极尽宫室雕镂、衣着锦绣、车马喧哗等奢靡
之费。
明末清初龚自珍的义利观可谓对封建传统道德观的大胆质疑。
他认为“圣人之道”“始乎饮食，要生存，就要求利、求富”，在考举人的卷子上，龚自珍赫然写道
：“未富而讳言利，是谓迂图”；历代儒家学者都攻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指责他肯定私人追利
求富，而龚自珍则充分给予肯定，可见民本主义、经世致用思想已经在他的思想中体现“。
对于“悦上都少年”的“洋货”，如玻璃、水晶、衣饰等物，以及开埠地区的商贸活动，在龚自珍的
眼中已经是合情合理的了，但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改革封建内政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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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文是在我的博士论文《论中国设计艺术从近代到现代的演变》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
机缘巧合，使我有幸投身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资深学术带头人诸葛铠先生门下，从硕士学位读到博士
学位，先生为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先生学识渊博而勤勉躬行，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是我毕生的榜样。
先生不仅在学习上不吝赐教，引导我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而且以自己的言行教会我做学问先学会做
人，做一个勤勉、谦虚、敬业、克己的教师。
我将永记先生的教诲，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地上进，踏踏实实地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
以回报先生的师恩，为中国的设计教育尽一份微薄之力。
事实上，这篇论文的研究方向与我的硕士论文是一脉相承的。
几年前诸位专家对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方向给予的肯定和鼓励，迄今记忆犹存。
李立新老师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也提到，中国传统设计艺术有过辉煌的业绩，但在近代以来的转型极为
困难；袁熙吻老师则在我的论文评阅书中肯定了对于中国近代以来设计艺术转型研究的价值：“⋯⋯
中国设计在近现代的发展问题，是国内学术界研究基础尚较为薄弱的领域，且现有的个别成果多局限
于设计史的本体，较多关注的是设计门类、设计风格、设计手法的更替与演变，而较少能从深层的社
会心理、文化观念、艺术思想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设计史的转型与变革作出更为深入地研究与评判”
，“⋯⋯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课题的研究存在着相当的难度，作者迎难而上的勇气
值得嘉许”，这些都使我倍受鼓舞。
尽管我的硕士论文得到了肯定，但是我深知我的研究还很浅，还有很多很多问题尚待深入，我的导师
诸葛铠先生多次鼓励我在这个领域走下去，于是我更坚定了将这个课题做到最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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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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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