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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设计像科学那样，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以共同的学术途径、共同的语言体系和共同的程序
，予以统一的一类学科。
设计像科学那样，是观察世界和使世界结构化的一种方法，因此，设计可以扩展应用到我们希望以设
计者身份去注意的一切现象，正像科学可以应用到我们希望给以科学研究的一切现象那样”①。
设计学家阿克在《设计研究的本质述评》中对“设计”作出的阐释，渲染了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学术性
色彩，使“设计”与“设计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长期以来，人们都将设计的学科性质定位为“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综合性学科”，如“设
计学是以人类设计行为的全过程和它所涉及的主观和客观因素为对象，涉及哲学、美学、艺术学、心
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方法学等诸多学科的边缘学科”②。
可以认为，艺术设计是所有艺术门类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门类，也是高等教育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虽然艺术设计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的阶段，其知识内容仍处于不断
建构与重构状态，但它已成为一门具有本体意义的、具有独立价值的学科门类乃是不争的事实，于是
已有专家建议主管部门在学科门类、序列中将其单列，使它不再隶属于“文学”乃至“艺术学”的门
类之下。
而设计学则相反，是发展较为缓慢的学术领域，它在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严重滞
后，其基本事实是：从设计内在意义——事理学学理上描述历史发展与形态演化的并具有历史学价值
的设计史著作还未出现，从作为“人为事物的”科学或“人工科学”的内在逻辑关系上论述“设计原
理”的著述也还未问世，设计概论、设计美学、设计原理、设计学原理被混为一谈，大多停留于简史
、分类、特性等一般格式的重复。
设计心理学、设计符号学与语义学、设计方法论、设计管理学则处于名词解读与常识阐释的起步阶段
，而设计批评学、设计思维与创意学、设计文化学等仍属空白。
设计学的内部结构与作为学科的知识体系正在被人们试图解读，一本《现代设计史》被克隆出数十种
教材，而某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又被迅速发展的学科数量，因扩招而迅速增长的学生人数，及非专业意
义上的教师所授课程而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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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设计学系列教材的编写，以逐步建构设计艺术学学科的课程结构与教学体系为基本目标，具有理论研
究与教学教材的双重性，又不乏设计艺术学科各专业发展的适用性与广泛性。
着眼于各类高等教育中的艺术设计学学科的课程教学，也可用于研究生的参考与辅助读物，还可供其
他设计研究者参考。
 　　设计学系列教材在设计对象、设计问题结构、设计的价值形态等方面表达一系列见解，进而对设
计媒介、设计文本、设计语义、设计体验、设计语境、设计文化、设计审美、设计批评等问题进行全
面而深入的论述。
    本书为系列之一，对“设计批评”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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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众多的设计批评在现实的阐释中显得非常单薄。
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对作品进行评论。
在复杂的批评群体中，知识结构的巨大差异使得批评的主体几乎无法分类。
实际上，已有的批评主体分类与批评主体的职业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这样的分类也许是惟一可以考
虑的分类方式。
法国的批评家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1874-1936）在《六说文学批评》中将批评的类型分为“自发
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
这三种批评类型分别应对了不同的批评主体，在设计批评中仍然可以找到这样的分类依据。
自发的批评指的是有文化修养、“述而不作”的人，这种批评常常是一种口头批评。
不论莽夫走卒还是文人墨客，他们都有平等的批评权利。
前者的批评可以悄然形成于街头巷尾、酒坊茶肆，而后者则往往在满座高朋的清谈神侃中诞生。
古时皇帝对流行的童谣异常重视，大概便源于街谈巷议中所包含的复杂政治涵义。
而对文人议政的一轮轮清洗，更说明了后者的影响力的确更加可怕。
当人对事物产生看法时，人们很难压抑倾诉的欲望。
不可能每个人都在地上挖个坑，然后将自己的秘密告诉这个坑。
于是今天大量的媒体包括网络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发表意见的空间。
而在媒体还不太发达的时代，一些公共空间则发挥了类似的功能。
西方的很多运动与思想常被人们与咖啡馆联系起来，例如维也纳文学艺术及设计的形成便和这种咖啡
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阿道夫·卢斯与卡尔·克劳斯等维也纳知识阶层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维也纳的“咖啡社会”（
图3．3）。
[6]在这样的社交场合中，无话不谈的轻松氛围为新思想和新批评的形成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然而并不是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会将他们的观点通过文字并借助媒体来公告天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设计批评>>

编辑推荐

《设计批评》：高等学校艺术设计学科教材·设计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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