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设计的视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设计的视野>>

13位ISBN编号：9787531021407

10位ISBN编号：7531021404

出版时间：2003-8

出版时间：河北美术出版社

作者：包林

页数：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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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的视野>>

内容概要

我们的讲座内容主要是勾勒设计在当代社会中的演变状况，设计在这里主要是指关于艺术在实用领域
中形成的一种技能、经验和知识体系，它从20世纪初起，随着科技、经济和艺术等知识门类的语言规
则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生存状况，我们决定用"视野"一词来标示我们的切入点，目的是从相对共识
的角度来探讨在不同的社会阶段，由于以上大的知识门类的不断更新和加强，设计是如何生存发展的
。
    很长时间以来，当人们着手梳理设计的基本属性时，往往会将其比喻为艺术和科学联姻的最佳产物
，言下之意设计便是这一结合已被公认为人类创造力发挥的最好途径。
我们知道，艺术的基本属性是保持在非精确性和非量性的层面上，它的语言必须表达不可重复的事情
，并且只能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述；而科学则是具有普遍性规律的陈述，但科学的语言是排斥自我的
，这种语言必须用一定的抽象符号来表达，它只能在同行之间内部交流，如果它要与大众发生关系，
那么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它通过技术产生的实际运用成果；二是经过形象转换的科普语言。
在此，艺术与科学都有各自不同的语言规则和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双方各自为阵，艺术和科学之所
以相异，并不是因为它们观察世界的方法不同，而是因为它们语言传递不同的方式，以及它们的价值
目标也不尽相同。
但在人们眼中，设计的存在和发展似乎应验了中国传统学说中的阴阳结合，它的产生意味着鱼和熊掌
均可兼得，标志着人类的理智与情感可以比翼双飞，共同实现对人性理想塑造的功德圆满。
事实上从20世纪初起，这种比喻就以不同方式屡见于理论家的诗意想像文本。
然而当我们扩大视野去考察这两者相遇的"语境"时，艺术往往显得不像科学那样坚定地维护它自己的
语言规则，它总是不断地被外力所左右，特别是当科学与技术结合而变得无所不能的时候，艺术会不
自觉地成为被捕捉和分化的对象，而设计也就自然成为这种捕捉和分化的必然结果。
    以我们当下的认识，作为技能和经验体系而言，设计是一种造型符号的分析、选择和组合过程。
由于人们对造型符号的理解只能依靠社会现存的编码结构，设计必须使其结果通俗易懂，具有诱惑力
、时尚感，使人喜欢它，渴求它，占有它，并依靠它说话，依靠它显示。
设计最大的生存发展经验是"合目的性"，它涉及对目标的预设，为达至目标必须在行动之前设定计划
并判断是否可行。
在拉丁语中设计的第一层含义是设想、计划(dessein)，包括对使用对象和技术支持的选择；设计的第
二层含义是视觉化的表达(dessin)，它必须在确定了设想的基础上提供图像和文字文本的说明以及下一
步的实施蓝图。
只有在中文词义中设计一词才言简意赅：为达至一定目标所设定的计谋。
为此，设计往往是在设计师自我之外面对第二人称和通过指涉物针对第三人称的行动，从这一角度讲
它的"合目的性"来自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相互作用结果，这一结果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包括资本、权
力、科技、大众文化等力量在内共识作用的彼此满足。
因此，在这里追问设计是艺术的还是科学的已经没有意义。
"设计"一词的词源意义已经包含着对这一问题的潜在答案。
    由此看来，为设计确定自身的立场，为它开辟价值体系具有很大的工作难度，关键在于设计的评判
标准不是设计本身所制定的，设计往往不去评判什么，而大部分精力是面对社会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
给予的不同标准和需求，为此不断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期望得到决策者的最终定夺和奖赏。
设计正因为它的"合目的性"而表现出它的基本属性：它的协调性大于排他性，它的改良性大于革命性
，它的成果来自于妥协与创新的统一。
    对设计进行研究的目的还应包括为它建立自身的知识体系，设计固有的技能和经验，实际上并不能
够满足为它建立自身语言规则的条件，而目前设计史的汇编也难以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概括，为此有的
专家甚至认为：设计学科的从一开始就不太可能发展出可据以与其他学科进行互动的特有本质。
因此，要想获得对设计的一种较为客观的认识，我们只能暂时游离于设计的务实性技巧之外，通过各
种大的知识体系的相互作用了解设计的意义和价值，否则我们只能停留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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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的讲座尝试对设计的发展进行三个历时性横断面的提纲式讲评，探寻不同时期的设计话语模
式得以形成的结    构性根源。
我们选择的第一个横断面是20世纪初至50年代的现代设计现象，它从传统艺术中逐步分离出来，在适
应工业技术体系增长的过程中所表现为追求普遍的形式表征，在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现
造型活动的自我规范；第二个横断面是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后现代设计现象，它在消费社会中表
现为一种符号的自我生产原则，使物的"言说"能对应社会分层代码标识的建构；第三个横断面是从20
世纪80年代至今"非物质化"设计的发展趋势，它表现为一种造型符号的自我拟像，设计的语言试图走
向能指与所指的分离，以成就科技对现实世界的数字化复制和编码集成。
最后，出于本人对结构主义理论向度和分析方法的兴趣，在附录中着重对符号学基本概念进行了介绍
，这将有助于今后在相关领域中对所谓设计创新思维的解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设计的视野>>

作者简介

包林，1956年出生，1978-1982年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86-1988年公派留学，研修于法国国立高
等工业设计学院；1987-1989年就读于法国马黎第一大学，获硕士学位；1989-1991年研修于法国巴徐高
等美术学院及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1991-1994年就读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获博士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设计的视野>>

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讲：形式因循功能--现代设计的美学范式  1.现代设计的起源  2.现代设计的美学范式第二讲：
形式超越功能--后现代设计的符号策略  1.后现代设计的语境及其表征 2  2.后现代设计的符号策略第三
讲：形象的漂浮--设计的非物质化趋势  1.比特的现象  2.关于信息的数字化技术与信息的设计  3.设计的
非物质化趋势--走向精神的家园？
附录：作为方法论的符号学  1.符号构成的基本规则  2.符号学的分析方法和运用价值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设计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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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