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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外设计艺术论著精读》主要是供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本科一阅读的，所以，在内容的选择
上，力求少而精，着重于设计艺术的一些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可以与本科生阶段学习目标相适应，
同时，所选的文章大多具有一定的学术性，而且深入浅出，容易为本科生所理解，并能激发他们的学
习兴趣。
为此，《中外设计艺术论著精读》所选论著，大致可以分为五组。
分别是关于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的论述，关于建筑艺术包括造园艺术设计的文章，我国现代设计艺
术的几位奠基人的文章，国外关于设计艺术的论述，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际性文章。
作者奚传绩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美术史论家、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专家讲学团成员、美术学博士
生导师，从1993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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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奚传绩，1936年7月生。
现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美术学
科组召集人，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已出版的主要论著有《中国美术七千年图鉴》、《中外美术史大事对照年表》、八卷本《世界美
术史》的第二卷与第八卷、《艺术教育丛谈》、《美术教育词典》、《设计艺术教育大事典》。
同时主编和合编全国中小学、中等师范学校统编美术教材和美术教学用书10种21册，主编和合编高等
院校素质教育教材《美术欣赏》和《美术鉴赏》教材两种。
教育部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中外设计艺术典论著选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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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考工记梓人记梦溪和谈天工开物园治长物志闲情偶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北京—
—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城市美的创造论城建、规划、旧城改造和设计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
思想谈工艺美术设计的几个问题中国图案之美图案上的民族形式我的设计理念建筑师的培养手工艺的
复兴包豪斯文献二种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设计到底是什么设计过程技术教育与设计附录一附录二附
录三附录四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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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手工艺的复兴（节录）　　[英国]威廉?莫里斯　　一段时期以来，在现代俗语中被称作“艺术手
工艺”的东西，激起了人们相当程度的关注。
近期以来，人们更是越来越感受到，这种益处多多的“艺术手工艺”必然蕴涵了手工艺人的某些个性
；与其他艺术类型相比，这种个性来自于苦心经营的艺术家的设计创意，而不是艺术作品的制作过程
。
这种感受变得如此之强烈，很快发展为一种渴求手工制品的时尚。
人们对诸如手工纺织而成的毛呢、亚麻织物以及手编袜等情有独钟，甚至不在乎它们是否进行过任何
形式的装饰。
今天，哪怕是在文明国度的穷乡僻壤，田地间的手工劳动也正在迅速消失，对这一现象深感惋惜的也
大有人在。
长柄大镰刀、镰刀，甚至打谷用的连枷都已经寿终正寝，很多人更是已伤感地预见到，人力耕种终将
有。
天会和手推磨一样被先进的机器所取代。
在东西南北所有的土地上，蒸汽机的“噶噶”响声终将会取代犁地的卷发的农夫的低语。
对各种生活的艺术深感兴趣或是自以为感兴趣的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全面恢复手工艺制造方法的意
愿；值得思考的是，这种愿望在多大程度上仅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力的反抗情绪的宣泄，同时，在多大
程度上，它又是我们的生活习惯领域中真实的、即将到来的一场变革的预兆，这场变革与过去那场催
生了机器化大生产系统的变革同样不可抗拒。
　　本文中，我打算尽可能地将上述的思考限定在机器生产与手工艺的对立而造成的对艺术的影响方
面。
这里所说的艺术是就其广义而言，涵盖了所有考虑美观性的劳动产品。
从前瞻性的角度看，条条道路通罗马，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生活、习惯以及抱负都建立于大众生活
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之上；因而，在考虑美学问题时将社会的、政治的因素排斥在外也是不可
能的。
同时，尽管我必须坦承自己也是上文曾提及的对现实怀有不满与遗憾的人们之一员，我仍必须首先放
弃仅从美学的视角来审视犁地的农夫以及他的牛犊、他的犁耙，或是收割者以及他的劳作、他的妻儿
、他的一日三餐。
我无法将这所有的一切，仅看作是多愁善感者用来装点附庸风雅的生活时的一幅优美动人、情趣盎然
的挂毯。
正相反，我所希望的是收割的农人夫妇也能够在富足的生活中分享应得的一份；他们的境遇完全有理
由让我们时刻感到自己也难辞其咎，以至于我们为了摆脱心理上极为沉重的负担，只有共同努力来弥
补这种社会不公。
　　反观我们的美学，尽管今日的文化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对生产领域中手工艺的消亡深表遗憾，但
是，在手工艺是怎样消亡的以及为什么会衰落等问题上，他们的认识仍是模糊不清的，至于怎样以及
为什么手工艺必须，或是可能得以恢复，他们更是一片茫然。
这⋯现象的产生，首先源于⋯般公众对各种手工艺生产程序与方法的严重无知，而这是我们正在研究
的机器系统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结果。
几乎所有的货物是在与其使用者的生活相隔离的状态下被生产出来的，我们不对它们负责，我们的意
愿无法参与到它们的生产过程中去，除了我们也是构成市场的一部分因素，而正是在这个市场上它们
可以用来为投资于产品生产的资本家赚取利润。
市场假定了某类商品是有需求的，于是它便生产该商品，但是其种类和质量仅仅是以一种非常粗俗的
流行样式来适应公众的需求，这是因为公众的需求被从属于作为市场操纵者的资本家的趣味，他们使
得公众在日常购物只能选择不称心的物品，其结果是在这一趋势下，个性独特的商品沦为虚伪的赝品
，循规蹈矩的人们只能事与愿违、倦怠无聊地虚度年华，或者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让自己的愿望自生
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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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看几个平凡而有说服力的实例。
假设你需要一顶帽子，就和去年戴的一样，但在帽子店却一无所获，于是只有将就。
有钱还买不到你想要的帽子，为了让你的宽边帽的帽檐长出一英寸，你必须花上3个月的辛劳和20镑的
钞票。
你只有求助于硕果仅存的几个小业主，花上足够写上三大卷小说的小伎俩和百折不挠的决心，才有指
望让他腾出一只手来手工制作你所要的帽子，而其拙劣的手艺很可能让你大失所望。
再如，我出门习惯带有手杖。
和所有的聪明人一样，我喜欢手杖的下端重一点，这样用起来更得心应手。
可是，一两年前突然兴起了一股时尚，手杖被做得越来越细，倒像是一根营养不良的胡萝卜。
少了用惯的合理的手杖，我真的觉得自己的生活大打了折扣。
再假设你需要一件家具，一件区别于市场上泛滥成灾的浑身遍布着乌七八糟的、愚蠢的、拙劣的装饰
的用品，一件品质不那么低劣的用品。
可是你会发现家具商对你的设想只是口是心非，为了要一件不同于现有产品的定制家具，为了让厂商
迁就你的心血来潮，你必须付出双倍的价钱，而这一切只不过因为这是用手工而不是机器生产的。
对于多数人来说，这种有关制作方法、程序方面的欺诈导致了令人不敢问津的高昂价格。
我们不了解的是，一件产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其制造难度有多大？
它看起来、闻起来、摸起来应该怎样？
以及中间商应该获取的利润是多少？
我们丧失了销售的艺术及其应有的对作坊生活的同情，它们已完全成了党派政治的空头支票。
　　那些反对现实生活中过度分工所带来的专制性的人们，那些希望或多或少地重新提及手工艺的人
们，对于当所有的商品都由手工制造时手工艺的生存状态可能所知甚少，而这正是对制造商品的方法
的无知所带来的自然结果。
如果他们在反对之中仍然寄予着希望的话，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就是必须的。
我必须假设许多甚至多数我的读者不了解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或是很少有人读过卡尔?马克思在其名著
《资本论》中有关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令人钦佩的描述。
这些内容对于熟悉社会主义学说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但一般公众对此可能所知甚少。
中世纪初叶至今，生产的发展经历过三个大时代。
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中世纪阶段），所有的生产在方法上都是个体化的，尽管工匠们被组织进了大
型的生产性社团和劳动组织，但他们是作为市民被组织起来的，而不仅仅是作为工匠。
那时没有或者说很少存在劳动分工，而他们所使用的机械也仅是简单的、处于朴拙状态的复合工具，
它们仅作为手工劳动的辅助，而不是其替代物。
工匠为自己而不是为任何的资本雇佣者而工作，因而他也相应地成为了其工作与时间的支配者，这一
阶段是纯手工艺的阶段。
当16世纪下半叶资本家雇主以及自由工匠开始出现，工匠们被集中进手工艺作坊，老式的工具器械得
以改进，最后，新的发明、劳动分工终于在手工作坊中得以扎根。
在整个17世纪，劳动分工不断发展，18世纪后随着劳动单位由单人演化为群体，劳动分工开始趋于成
熟。
或者换言之，工匠仅仅成为统统由人或者人加节省劳力的机器所组成的机构的一个部分。
在该阶段的末期，越来越多的省时省力的机械被发明出来，飞梭是其典型范例。
18世纪下半叶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生产发展的第三阶段的开端，自动机器取代了手工劳动，过去那种
辅以工具的手工匠师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并进而成为机器的看管者。
　　这就是近500年来工业发展的简要历史。
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希望手工艺将会逐步取代机械化，这是否有其合理性？
换言之，机械化时代将会自然演化为我们今天所难以想象的越来越不依赖人类劳动的新的机械化阶段
，还是其内在矛盾性将会使其发展为一个新的、改进了的手工艺生产时代？
这后一种假设更值得嘉许，也更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从手工艺到机械化，这种转变究竟是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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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坏？
所有关心物质之美的人们必然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的观点是，这种转变从静态的角度看是不利的，而从动态的角度看又是有益的。
作为一种生活条件，机械化生产全然是一种罪恶；作为一种已经并且有时仍将为我们创造更理想的生
活条件的手段，它又是必不可少的。
　　在解释过我所持的逆潮流而动的悲观主义之后，我还要阐明为什么在我的观念中手工艺从静态的
角度上看是必须的，以及为什么其毁灭将会造成生活的贬黜。
首先，我可以毫无畏惧地、直言不讳地说，机械化生产的必然结果就是人类劳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都
存在的功利主义的丑陋；同时，它不啻为一种严重的罪恶以及人类生活的贬黜。
很明显的是，对于上述结论的下半段，很少有人持有异议，但是，在绝大多数有教养的文明人的心中
，并不真正将机械化大生产看作罪恶，因为这种生活的贬黜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他们都丧失
了辨别美丑的能力。
他们之所以懒洋洋地也承认美有存在的价值，纯粹出于一种惯例，一种旧时代观念的残余，在那个时
代，美对于每个人都是必须的。
至于我的上述结论的上半部分（即机器工业产业丑恶），我无法就此与这些人争辩，因为他们从不知
道、也从不关心美与丑的区别；而对于那些真正懂得美的内涵的人，我又无需去争辩，因为他们完全
清楚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现代工业主义产生的只是丑陋，每当一种旧的事物消失时，其位置总是被
一种从美学上看更为低劣的事物所替代。
信手拈来般、轻车熟路地创造各种美丽的日用品（例如马车、房门、篱笆、小舟、碗碟等等，更不用
说住宅、公共建筑）的艺术已经失传了；而当人们必须复兴这些简单事物时，通常考虑的唯一问题，
就是怎样花最少的力气，甚至于逃避自己应尽的职责，而将所有的修补工作推给下一代人。
　　据说（事实上我也曾听到这样的说法），既然世上仍有残存的美，并且仍有人欣赏它，既然丑之
普遍与美之罕见形成鲜明的对比，折中主义就必然会在今天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我想，这种折中主义只不过是文明阶层中最懒惰、最怯懦之辈在危难之际的救命稻草，它只对那些不
得不容忍少数人的多数人有利；但是，我们是否对拥有令人满意的环境存在过分的乐观，以至于无法
真正去享受这种欢乐？
假如有人的确对此表示担忧的话，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要等到时代潮流最终将今天所存在的肮脏、贫困、粗俗都一扫而光的一天，我怀疑必须经过几代人的
努力才能实现这一转变，而当这一转变最终完成的那一天，这种成功也首先来自于我们自我的完善。
其次，这种成功还表现在经过艰难跋涉而最终摆脱充满丑恶的污浊之海的历史进程。
但是，我们的眼光还必须更加深远一些，必须避免为唯美而去创造美，对于这一点应保持警觉，因为
这种唯美主义极易在艺术家及其追随者中滋生矫揉造作、柔媚孱弱的弊病。
在艺术伟大时代，人们自觉地为着城市的荣光、教会的胜利、市民的意气风发以及虔的信仰的深入人
心而创作伟大的作品。
甚至在纯美术领域，记录历史、教育当代与后代的人们，是比美的追求更重要的目标；而当时的实用
美术处于不自觉的、自发的状态，尚未受到生活中粗暴的商业因素的任何影响，正是这一点使得人们
很容易对艺术的崇高形式达成理解与共鸣。
因为这些平凡之美的创造者是不自觉的，他们的工作与操劳并无丧失乐趣的危险，这正是使我深受触
动并进而产生发掘手工艺的强烈愿望的根本原因。
尽管曾多次提及，但作为我对手工艺的研究的重要一环，我仍必须重申，只要日常工作对于一个人来
说还仅仅是单调乏味的苦役，他对幸福的追寻就只能是徒劳的。
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与那些剥夺工匠们劳动的欢乐的工业巨子相比，哪怕是生活中最令人痛苦的事
都不值一提。
同时，我坚信不疑的是，与当前各种条件相联系的手工艺能够在劳动中创造出美与欢乐；而如果我们
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承认由贫乏肮脏的环境以及卑微可怜的苦工所构成的双重痛苦，终将为可爱
的环境、快乐的工作所带来的双重愉悦所取代。
难道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期盼手工艺逐步取代机械化大生产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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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的确极需一个可以给予我们优美的环境、愉悦的居所的生产系统，它可以使得我们更
像是万物之灵，它还可以使我们变得越来越睿智，而不至于因为阶级的缘故分化为迟钝的劳力者与轻
浮的寻欢作乐者，或者是绝望的、厌世的、自视聪慧的社会名流以及觊觎高位的投机者。
我们确实非常渴望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快乐、在休憩中感受满足；但是，假如我们将日常生活中林林总
总的全部责任都交给机器以及它们的操纵者，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我们完全有理由盼望，闪耀着睿智光芒的手工艺，将重新回到这个饱经战争、骚乱以及生活的变幻无
常之苦的世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将会开创出一个能够平和、周到地对待每个人的现世幸福的
欢乐世界。
　　问题由此产生了，这就是变革怎样得以实现？
我们会碰到的首要困难，就是手工艺的衰弱与消亡似乎是时代趋势的自然体现。
有什么样的结果，就有什么样的手段。
中世纪末开始，在文明所包含的精神目的、物质目的的双重作用下，精神贵族出现了，凭物质财富而
赢得特权的人取代了传统上具有显赫地位的贵族。
而获得上述的成功所必须付出的部分代价（有人可能说这是相当微不足道的部分），就是这些精神上
的新贵族被迫放弃了对生活中的美与浪漫的浓厚兴趣，而这种兴趣即便不是每一个工匠也曾是每一个
设计者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同时，这些新贵族还不得不生活于一个粗鄙丑陋的世界中。
但是，上述所有的变化在过去并不曾为人们所注意。
这种对生活的贬黜、低落无所觉察，并不令人惊奇，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值得奇怪的是今天的人们
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现象。
今天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种郊野外的抱怨：“唉！
这儿的风景在一两年前还曾是那么美，可如今全被建筑物破坏了。
”放在40年前，这些建筑还曾被视为重大的进步，可今天的人们都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创造了并且仍
在不断创造着怎样丑陋而可怕的东西。
我们终于认识到为获得精神贵族的地位，自己曾付出怎样的代价。
如果说在这项交易中我们并未完全落败，甚至还有所收获的话，也必须承认失大于得。
对机器不断进犯岌岌可危的手工艺这一现实空发抱怨，或者为避免自身沦为傲慢无礼的人而绞尽脑汁
，都只能获得暂时的、有限的成果。
商业需求的大潮终将把妄图阻挡它的良好意图一扫而光，而根本不顾及该意图已经或将要采取怎样的
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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