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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促使社会对艺术设计需求持续增长，这直接导致了艺术设计教育的超速发展。
据统计，现在全国已有1000多所高校开设了艺术设计专业，每年的毕业生超过10万人。
短短几年，艺术设计专业成为中国继计算机专业后的高等院校第二大专业。
经历了数量的快速发展之后，艺术设计教育的质量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文素质教育的倡导者、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杨叔子所说：“百年大计，人才为
本；人才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计，教学为本；教学大计，教材为本。
”尽快完善学科建设，确立科学的、适应人才市场需求的教学体系，编写质量高、系统性强的规划教
材，是提高艺术设计专业水平，使其适应社会需求的关键。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根据全国许多高等院校的要求，在精品课程建设的基础上，由国家精品课程相关
负责人牵头，组织全国几十所高等院校艺术设计教育的著名专家及各校精品课程主讲教师，共同开发
了“高等院校艺术设计精品教程”。
专家们结合精品课程建设实践，深入研讨了艺术设计的教学理念，以及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课与专业
课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研究了大量已出版的艺术设计教材，就怎样形成体系完整、定位清晰、使
用方便、质量上乘的艺术设计教材达成了以下共识。
1.艺术设计教育首先应依据设计学科特点，采用科学的方法，优化知识结构，建构良好的、符合培养
目标的教育体系，以便更好地向学生传授本学科基本的问题求解方法，并通过基本理论知识的传授，
达到培养基本能力（含创新能力和技能）、基本素质的目的；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强化设计
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类的思想，从而造就适应学科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级设计人才。
2.艺术设计基础课教学要改变传统的美术教育模式，突出鲜明的设计观念，体现艺术设计专业特色，
探索适应21世纪应用型、设计型人才需求的基础教育模式。
3.艺术设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社会需要大批应用型设计人才，因此教材编写应力求以专业基
础理论为主，突出实用性。
4.艺术设计是创造性劳动，在教学方法上要通过案例式教学加以分析和启发，使学生了解设计程序和
艺术设计的特殊性，从而掌握其规律，在设计中发挥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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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回顾了人类设计活动的历史与现状，将使用、模仿和创造视为设计发展的基本历程；将生活理想
的外化和有意味的形式作为设计之美的核心；将传统的形式美学规律在设计中的表现，尤其是现代科
技对设计形式的影响作为当下学习设计的关键环节；将美学理论中的分类知识运用于设计，对设计可
能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了分门别类；为了使理性的阐述更具有针对性，本书还与设计实践相结合，安
排了工业产品、建筑及其环境、视觉传达等领域的设计实例，将理论回归到实践；当然，设计离不开
文化表现，本书还将文化底蕴作为各种产品设计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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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设计的发展过程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其缘由和脉络，要想深入地了解一件事
情，从其产生和发展入手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构成事物本质性的东西就存在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
抓住了过程就等于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专门从事设计的设计者的能力之所以会高于普通大众，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还
在于他们对设计过程的理解和把握也超乎常人。
有非常之想，才可能有非常之举；有非常之举，才可能有非常之功。
了解设计的发展过程，设计者才可以理解设计的本质属性，进而加深对设计美学的理解。
第一节 人类为什么需要设计翻开中西方早期文明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的祖先
都将泥土视为血肉之躯产生的根本。
不管是由女娲这样的大神用泥土揉捏出来，还是由上帝用尘土塑造出来，人都与大地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来于土，归于土，构成了人类生命的起始和归宿。
这些神化故事不仅以丰富的想象虚构出来了人类的起源，还暗示出一个共同的道理：人本身就是被大
自然设计出来的，天生就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然而，这样的经历还决定了人的不安分。
据《圣经?旧约》上记载，地球上最早出现的人类是古巴比伦人。
为了独占生存空间中的一切资源，他们不仅想方设法地占据尽可能大的地域，而且还发明了文字，试
图建立一个使用单一语言的世界。
尤其在占有欲望的作用下，他们还想凭借自身的智慧，建造一座庞大的城市，并在其中设计了一座可
以直通天国的高塔。
故事肯定纯属虚构，但是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人类自从来到这个星球上就具有很强的占有欲望，并
试图在可能的范围内，依靠自己的能力实现这种欲望，各式各样的设计活动可能就是人们在实现各种
欲望的过程中开始的。
首先，为自己的生存而设计。
生存是人类在任何时候都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这是生命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各种设计活动开始的基
本前提。
从人类的自身条件看，不管是身体的强健程度，还是抵御自然界各种灾难的能力，人类在许多方面甚
至赶不上黑猩猩。
人类在与身边的各种生命伙伴的比较中，发现自身存在着很多不及它们的地方：论速度，人跑不过大
地上许多善于奔跑的动物；论视力，人眼在观看的时候不仅需要光线，而且需要适当的距离，在条件
不具备的情况下，人的视力几乎没有作用；论耐力，在耐寒冷、耐饥渴、抗病毒和持续劳作方面，人
类可能都是比较差的⋯⋯于是，各种弥补自身不足的发明创造活动也随之开始，设计则使这些活动从
愿望变成了现实：为了满足提高速度的愿望，人类设计了各种交通工具和狩猎工具；为了满足扩大视
野的愿望，人类设计了用于嘹望的高台和望远镜（图2-1）：为了增强自身的耐受能力，人类编织了皮
草服（图2-2），烧制了取水罐（图2-3）等；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人类发明了比自己体力高出无数倍
的各种机械⋯⋯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史上，每一种设计发明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针对着人类自身
某些方面的缺陷和需要。
发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人们不断提出问题，再通过各种办法解决问题的过程，而每
一个解决问题方案的提出与实施都与设计有关。
其次，为他人的生存而设计。
人类早就发现，在大千世界中，任何弱小的生命形态都是以集群的方式存在着，以便于抵御外敌，捕
捉食物，获得生存的机会和条件。
人类始终也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着，不管是早期的部落，还是现在的家庭、民族或国家，在集群中繁
衍生息，形成力量，一直是人类得以发展的基本形式。
这样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不可能是纯自我的，而是在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同时，也要
对他人的利益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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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家庭只有在成员的相亲相爱中才可能延续，民族只有在团结和睦中才可能强大。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也是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经过一次次成功或失败的亲身经历，这些思想已经成为人类大家庭的一种
共识。
与这种共识相一致，人类的各种设计活动都与自身的强大与延续有着密切关系。
以最早出现在工具领域里的设计活动为例，可以说，所有围绕衣、食、住、行而展开的设计都以提高
使用功能为目标，而检验功能强弱的唯一标准是产品使用范围的大小与时间的长短：由少数人使用，
到多数人使用，再到社会性的使用；由一次性地使用，到多次使用，再到长期使用。
可以说，所设计产品使用的范围越广，时间越长，其功能也就越强大，涉及的生活范围和人群也就越
大：反之，所设计产品使用的范围狭小，时间短暂，其功能也就越有限，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越小。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军事和医药之所以成为工业文明以来人类花费精力最多的两个领域，很重要
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两个领域中的每一项设计活动，不仅直接关乎着生命，且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
巨大的影响；反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科学技术之所以得不到人们的重视，长期处于落后的
状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靠天吃饭的社会条件下，科技的力量几乎形不成气候，对人
们的生活产生不了重要影响，即使没有科技力量的进入，牛拉木犁式的生产方式同样可以满足人们的
衣食需要。
（图2-4）再次，为共同的发展而设计。
审视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经济越是发达，各种设计活动也就越
是活跃；经济越是落后，各种设计活动也就越是萎缩。
经济发展直接影响着设计活动。
这一方面说明，设计本身就是人类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说明，设计和经济活动一样，
同样可以推动人类的发展，是人类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的确，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金属器具进入设计领域后，就意味着陶器时代的结束；蒸汽轮机的出
现，标志着以机器大生产为代表的工业文明的开始；依照半导体技术原理出现的各种微电子方面的设
计发明，意味着电子时代的到来；当计算机和因特网越来越成为设计领域不可缺少的技术条件时，人
类社会又步入了信息时代的大门。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每一项重要设计的成功，都是对现行生活方式的一种挑战，意味着旧生活方式
的结束与新生活方式的开始。
这些设计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也带动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这层意义上说，不管设计者意识到没有，从实际效果看，设计活动在为人们提供新的生活方式的同
时，也在为人类的共同发展提供着新的动力。
因为，设计是需要社会承认的，只有那些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设计才可能在社会大家庭中获得一席之
地；反之，那些得不到社会承认的设计只能被社会淘汰。
同时，在当代社会，设计还需要市场的认可，只有那些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实惠的设计才可能受到
市场的欢迎；反之，那些不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实惠的设计只能退出市场。
当然，不管是社会还是市场，最终都是由人构成的。
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市场的认可最终都要落实在人的身上，由人说了算。
人性化设计理念的提出，正是适合这种需要而在现代设计舞台上大显身手的。
总之，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现实生活来看，设计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
重要内容，并贯穿人类生活的始终。
弥补人类自身不足的努力，使设计活动成为人类拓展自身能力的重要手段；惠及他人的实际效果使设
计活动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实际力量，更使设计活动生生不息，伴随着人类的发
展而发展。
第二节 使用——设计的动力为了弥补自身的不足，维持生命的最基本需要，千方百计地创造出能够解
决眼前问题，带来立竿见影效果的具体产品，是人类之所以从事各种设计活动的最初考虑。
出于这种考虑的设计，不管哪一个环节都是围绕“使用”展开的，基本上无暇顾及诸如安全程度、形
式的美丑、寿命的长短等与眼下使用无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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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是这一阶段的主要表现。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早期，设计活动处于萌芽状态；从设计本身来看，人们从事各种带有
早期开发性质的设计活动时都会带有这种倾向。
为了尽快达到目的，解决眼下面临的困境，人们可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
手段，甚至无心去考虑这样做之后所产生的后果。
可以说，这种以使用为先，直奔主题的设计也是最不讲究的设计，属于人们所从事各种设计活动的初
级阶段。
以早期的建筑形式之一的“穴”为例。
这种最早出现于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的建筑形式，因其就地取材的方便，灵活自如的造型，方便快捷的
施工等优势曾经在历史上存在了很长时间，被专家们认定为我国传统建筑“土木混合结构的主要渊源
”。
（杨鸿勋：中国早期建筑的发展，《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根据出
土遗迹，专家还想象出仰韶时期人们半穴居式建筑的基本情况，大体勾画出了这种原始建筑的基本造
型（图2-5）。
从图中不难看出，这种半地穴式的建筑确实比完全藏于地下的洞穴更适宜居住，可以很方便地满足人
们的生活需要，但是，这样完全处于原始状态下的建筑几乎没有长期存在的可能，不论是安全系数、
防渗漏水平还是修饰效果都很差。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带有早期开发性质的设计活动也都会经过这样一个阶段。
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弥补我国汽车工业的空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完成政治任务的
热情制造出我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图2-6）。
由于条件的限制，尤其是技术落后，使得许多本应该精密加工的零部件只能运用普通机械来加工，像
一些用铁皮制造的部位干脆就用手工来做。
工人们戏称这是一辆用榔头敲出来的汽车，尽管外表油漆一新，但是漏油、漏水的困扰使这辆车的意
义也只能体现在政治上，甚至连装载、安全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性能指标都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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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每结束一次重要的写作活动，总会有一些感受需要总结，有一些人或事情令人难忘。
于是，便产生了写后记的想法。
多年的教学实践告诉我，设计是一门很难上的课程，要想将这门课程教出好的效果，教师至少需要具
备两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实践上的能力；二是理论上的能力。
实践在于操作，形象直观，也好出效果；理论在于思想，需要积淀，不是一日之功。
操作的过程生动，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思想的过程抽象，往往被师生忽略。
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部分院校的设计类教学停留在“照猫画虎”的水平上。
对高校教学来说，淡化了理论等于降低了规格，影响了学生的成才质量，更拉开了与社会所期待的高
素质设计师之间的距离。
改变这种情况的有效办法之一是在教材上下工夫。
长期以来，设计类教材中也一直存在着重操作、轻理论的问题。
近年来这种情况虽有所好转，但是，仍然摆脱不了理论与实践“两层皮”的局限。
为了有效地改变这种情况，我在本教材的撰写过程中做了不少努力。
首先是在内容设定上的。
针对现代社会中设计无处不在的事实，将设计放到了关乎人们生活质量的高度来认识，提出了人人都
是设计师的观点；为了将设计师与匠人区别开来，提出了设计是思想外化的观点；为了加深对产品之
美的理解，提出了产品之美的根本在于实际属性与设计者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工艺水平完美统一的观
点；为了帮助学生对设计之美的认定有所依据，摆脱跟着感觉走的水平，安排了设计形式美学分类方
面的内容⋯⋯所有这一切，都是将设计提升到文化现象的高度来考察的，所以，还安排了设计与文化
方面的内容。
其次是在表现形式设定上的。
针对设计教学形象直观的特点，我在每一章里都安排了图片，力争在图文并茂中说明道理；为了拉进
学生与理论之间的距离，在阐述过程中尽量避免抽象的推理，而尽量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表述；当
然，为了增强表现效果，彩色印刷也为本书的形式增色不少。
这些努力仅靠一个人是难以完成的。
在历时近一年的写作中，我得到了各方面老师的支持和帮助：艺术学院的蔺宝钢教授对设计教学的独
到理解，给本人了不少启发，尤其是赠与的专著，集多年教学与科研经验之大成，为本书提供了不少
第一手材料；建筑学院的王军教授对建筑环境设计的实践与理论，为本人理解设计与人的关系起到了
振聋发聩的作用；建筑学院刘克成、刘加平两位教授课堂上与闲谈中对建筑设计的哲学思考，更对本
人从高层次上认识设计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身兼西安实验职业中专的美术教师与我校研究生双重
身份的史煜女士，不仅以自身的勤奋给本人以激励，更为本书的图片收集与整理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尤其是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王汉江编辑，尽管一直未曾谋面，但是，在一次次书稿往来编辑的过
程中，我一次次地被他工作的负责与细致所感动。
当然，写作中还参考了近七十位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本书提供了开阔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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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设计美学》是高等院校艺术设计精品教程之一。
全书形式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共分七章，具体内容包括：设计的发展过程，设计美的产生与存在，
设计美的形式规律，设计美的类型，设计产品示例，设计与审美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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