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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美学》

内容概要

本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详细介绍了艺术设计美学的概念、内涵、性质、构成、基本理论、风格类型及
在艺术设计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宏观地论述了它与哲学、美学、心理学、文艺学、人体工程学、市场
营销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及它与艺术、技术、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强调以人为本、从人
的特点出发对艺术设计美学进行考察、观察与研究，强调艺术设计美学的社会性、多义性、文化性、
功利性和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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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四、设计对美的扩展    前面我们讨论了艺术对于设计的巨大影响，也讨论了设计如何影响着艺
术，使传统的艺术产生了重大改变。这一切都涉及到美。设计本具有一定的审美因素，但它又不是纯
粹的审美活动，它的这一特点使它对美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传统的“美”意
识的扩展和再认识。    “美”一直没有形成规定而明确的定义。但是，柏拉图在《文艺对话录》中将
美与有用、恰当、善相比较，得出美与善、有用、恰当等功利性无关的结论。这种观点在以康
德(Kant)、黑格尔(Hege1)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中固定下来。如康德认为：“美是不涉及概念而普遍
地使人愉快的。”①“审美趣味是一种不凭任何利害计较，而单凭快感或不快感来对一个对象或一种
形象呈现的方式进行判断的能力，这样一种快感的对象就是美的。”②“美是无功利的”，成为传统
美学的金科玉律。随着工业设计的兴起，这一观点逐渐被加以修正。技术美作为设计美的主体，其本
质特征之一就是具有物质功利性。功利性作为技术美的基础，是构成技术美的必要条件。但是，技术
美不只具有物质功利性。技术美之所以为美，根本的还在于它能超越功利，能给人一种高层次的精神
愉悦。相应地，在美的门类上，除了传统的三大类——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外，还出现了技术美
、科学美等新门类。    “美”意识的扩展，对于人类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真善美”作为人类追求的
最高精神境界，都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而“美”更是建立在真、善统一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
意义上说，“美”必然包含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双重肯定。设计中所体现出的技术美正是这二者
统一的典型。设计对高科技的依赖决定其必须追求“真”，设计为社会服务的目的性决定其必然追求
“善”。设计中体现的对人的肯定，包含人对真善美三者及其统一的追求。    设计对“美”意识的扩
展，体现着人类对于生存境界完善的永恒追求。人类不仅要在纯精神领域如纯艺术、宗教、哲学里获
得享受，而且要在物质生活领域通过超越也获得精神愉悦的美感，这一事实体现着人类对生活全部艺
术化的趋向。它是人类永不满足的动力源。    科技产品对人类社会交往和精神活动的影响是把“双刃
剑”：它一方面通过高科技的通讯方式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使交流变得更方便、直接。古代通
讯以驿马、鸿雁传书，今天一封E-mail只用三分钟就解决了以往需要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难题。但
是另一方面，科技的弥漫性反而使它的媒介作用被无限夸大以致于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主宰。人的
一切活动都必须凭借科技这个中介来完成，否则仍是“老死不相往来”。人的天然的感性交流如眼神
、言语、身体接触等交流手段都被迫服从于理性的沟通方式之下。在这种状况下，必然导致工具理性
的膨胀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异化”。“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发展到它的末期成为国际主义设计时就不
可避免地出现这种弊端。因此，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方向应当是真、善、美三者的完美统一。                
              第二章  设计美的性质(上)    “设计美”的性质与艺术设计的性质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
艺术设计的性质决定了设计美的性质。    “设计美”是一个新概念，顾名思义，它是艺术设计活动的
产物。不过，艺术设计所创作的美虽然如同艺术美一样也是观念形态上的，但它与艺术美有着根本性
的不同，那就是它还需要通过生产，转化成物质形态上的美。设计美就其现实存在形态来说，它应是
经过物态化了的艺术设计活动所创造的美。                                第一节  设计美的特点    设计美是一种特殊
的美，它具有如下特点：一、多元性    从构成来说，设计美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不是指它的要素多
元，而是指它是多种美的形态综合的产物。设计美严格说来不能与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科学美
、技术美并列，因为它一身包含有诸多的美。与其说它是美的一种门类，还不如说它是美的一种现实
性的存在。设计美是诸种美的整合体。    设计美具有多元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审美对象的丰富性和审
美主体需求的复杂性。    任何一种美，都有较明确的审美对象。虽然现代艺术中某些流派，如大地艺
术(Earth An)将日常生活场景或自然景观纳入艺术领域，但艺术美主要以人工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
社会美主要以社会现象和问题作为审美对象，科学美以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成果为审美对象。但是，
我们很难给艺术设计规定一个固定的、有绝对边界的审美对象范围。在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初期，艺术
设计主要集中在工业产品的设计上。随着人类需求的丰富，艺术设计的边界也不断扩展到人、自然、
社会各个方面。如自然的一部分被纳入环境设计(Environmerltal De-sign)、公共艺术设计中；科学成果
被转化为生产力，成为设计的智力支持之一；社会矛盾、问题也频频影响、渗透到公益广告中。从这
个意义上说，艺术设计几乎具有和文化一样大的广延性、包容性。    除了审美对象的丰富性外，审美
主体需求的复杂性也促进了设计美的多元性构成。    审美主体的需求具有多层次性。既有较低的生存
本能需求，又有更高的精神需求，如社会交往、尊重、友爱、自我实现等的需求。可以说，审美主体
既是物质主体(Mate，ial Sub-ject)，又是精神主体(Mental Subject)。这二者的关系矛盾而又统一。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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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美学》

先，艺术设计以物质主体需要的满足为前提，这和艺术创作不同。艺术作品可以在一定时空中、一定
程度上剥离创作者和欣赏者作为物质主体的需求，直接满足其作为精神主体的需要。然而，如果艺术
设计试图拋弃掉消费者作为物质主体的需求，就完全违背设计的宗旨。英国20世纪50年代生产“慧星
”客机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慧星”具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速度、性能和非常新颖的流线型
外观。但是在设计飞机窗口时，为了照顾人们视觉上的习惯心理，获得美观的外形式，设计师放弃了
符合最佳技术要求的圆形窗口，而依建筑样式设计成方形。结果由于飞机反复起降时气压的急剧变化
，造成窗口四边金属极度疲劳，最终在1953年和1954年连续两次发生飞机外壳断裂事故。这个例子说
明：由于忽视物质主体对技术的依赖性，人为地以心理需求去取代物质需求，只会使物质主体和精神
主体的满足都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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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绪论艺术设计与设计美学    设计在当代人类的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意义。小到一枚钥匙，大到
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无不需要设计。广义的设计包括物质产品设计和精神产品设计。我们这本书说
的设计仅指物质产品的设计，而且也不可能讲全部的物质产品的设计，只是讲有关人类日常生活的物
质产品的设计。;    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人、社会、环境诸多方面。人这个系统包括多种职业
、身份的人，有设计者、生产者、消费者、商人、经纪人，等等；社会这个系统包括政府、企业、学
校、运输部门、通讯部门，等等；环境这个系统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投资环境及各种专业性的
环境等等。作为一门学科，它涉及的学科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哲学、艺术学
、美学，等等。    艺术设计，是就设计具有一定的艺术成分和艺术意义而言的。马克思说：“人也按
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①人的任何活动均程度不一地具有美的因素。设计作为人的创造性活动，其根
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生活的质量和品位，无疑，设计更应按照美
的规律来进行。这样，就有了具美学意义的设计，设计也就与美学联姻，设计美学这门设计与美学的
交叉性学科也就应运而生了。第一节  艺术设计的概念    “艺术设计”是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因为
冠上“艺术”二字，它常与艺术创作相混淆。其实，它不是艺术创作，它指的是非艺术的特别是非纯
艺术的物质产品的设计。之所以要冠上“艺术”二字，原因在于它具有艺术的某些性质，准确地说它
具有一定的审美性质。    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设计”这个概念的词源学意义。    ‘设计”  (Design)
源于拉丁文Designave，其本义是“徽章、记号”，即事物或人物得以被认知的依据或媒介。在中国，
“设计”最初是分开使用的，“设”指预想、策划。如《三国演义》中“某为汝设一计谋”；“计”
指特定的方法、策略等。    与任何历史上留传下来的术语一样，Design也经历了一个内涵演变的过程
，逐渐形成了狭义、广义两个意义。在艺术与技术尚未完全分离的时期，Design更多地运用于艺术领
域，它的内涵集中在两点：首先，它与色彩、构图并列为绘画的基本要素，一般理解为“素描”。15
世纪的绘画理论家兰西洛蒂(FrancescoLancilotti)认为素描Disegno(意大利语)、色彩((20lour)、构
图(Composition)和发明(Invention)是绘画的基础，素描强调事物内部结构的条理化，并且以一定的物
质媒介来赋予形式。Design的重点是艺术表现的各个要素的处理和组成元素的有机结合。这种强调艺
术形式法则的内涵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构图”中，直到20世纪中叶，艺术学校中教授的基础设计(Basic
Design)课程，还是立足于艺术形式要素点、线、面之间的组合与排列，因而Design在《牛津艺术指南
》中被说成“是一种经常接近于在任何艺术作品中都有的结构原则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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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设计美学》是一部研究艺术设计美学的理论专著。全书分十二章，内容涉及艺术设计的性质、
设计美的性质、艺术设计的风格、色彩设计、形态设计、艺术设计的理论基础、工业文明与现代设计
等。全书图表丰富、数据精确，理论丰富，案例翔实，分析客观，通俗易懂，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书由陈望衡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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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的纸质太薄，比起以前和在学校借到的的那个版本差的太远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书蛮好的，质量不错；送货快，服务态度好
3、艺术+技术+市场=艺术设计
4、作为一本艺术方面的书，一直认为是比较精美的，但是这本书的印刷确实不够精美，说实话，这
样的书只适合无聊的时候当作是学习知识看看。
5、太次了。。。哪儿都不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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