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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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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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科与理论的缺项实际上也反映了课程设置的缺项与课程结构的偏颇，设计学——设计史、设计理论
、设计批评等课程，与设计基础、专业设计是艺术设计专业课程群中的三大组成部分，显然，它在受
重视程度方面，在课时、质量等方面，远未达到与后两者同等的程度，设计史与设计概论课程成为一
种点缀或摆设。
    因此，虽然我国设计教育界已经编著出版了为数不少的“设计概论”或“设计史”，但设计学领域
仍有太多的空白有待填补，仍有巨大的空间可以开拓。
本丛书的编著即是立足于当代设计实践与设计理论发展的新状况，立足于当代理论视野—当代设计景
观，立足于设计学学科的研究、教学等发展现实及趋势。
这一立足点的选择规定了本丛书的理论叙述取向、知识框架与设计视觉景观，决定了其体例、方法论
关键词及讲授重心。
这一切构成了它的一种令人兴奋的挑战性的阅读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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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就后现代语境、设计的全球化现象、数码技术对设计的影响、反审美、无意识的商品化、后情感与
惊慕体验、异趣沟通等概念与新现象方面作出敏锐的剖析。
    事实上，正是理论研究、教学实践与教学编写三者的互动关系真正推动了设计学学科的发展，理论
研究梳理历史演进的线索，从设计现象中挖掘具有规律价值的内在逻辑，建构原创性的知识；而教学
经过课程设计、实施及相应的课题设计与作业安排，将理论与知识进行具有实验性、虚拟性与游戏性
的验证与演绎，而教材则将知识秩序化。
编织成清晰的可供操作的规则。
于是，设计学丛书的编写出版将在其中起到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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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历史与理论　　第二章　历史回顾：设计管理意识的萌芽与成熟　　第一节　工业革命催生
现代设计　　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也催生了现代设计。
　　工业革命之前，艺术家和手工艺人实际承担着不同阶层人群（包括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设计。
工业革命以后，针对“工业产品”和“消费社会”出现的专门人才需求，刺激了设计师职业的形成。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与设计师职业化过程同步出现的，是设计的组织化、产业化。
这是手工生产与设计方式向工业生产与设计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设计、生产、销售、消费、使用等
各个环节比手工业时代更具独立性，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比以往更复杂，并共同为逐渐成型的各种产
业链条提供动力。
　　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因而对“现代设计”的思考也首先出现在英国，无论是理论或实践，19世
纪前后的英国都表现出一种领袖气质，毫无疑问成为欧洲现代设计思想启蒙的中心。
但是，这个中心在20世纪有所转移，艺术史学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1902—1983）
曾经这样分析“转移”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只要这种新风格实际上只是和上层富裕阶级
有关，那么英国可以为之付出代价。
但当这件事一旦把全体人民都卷了进去，别的国家就会跃居于领先地位，这些国家从来没有生活在、
或者不再生活在‘古代政体’的氛围之中，这些国家也不能接受、或者并不了解英国的特权阶级和生
活在城市郊区与贫民窟中的阶级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上的强烈对比。
”而德国和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设计思想和设计实践的主要实验场，正因为这两个国家此时都在奋力
通过设计、设计师、设计教育进行各种社会改造，特别是美国积极兴起的“大众”意识形态塑造和物
质生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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