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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原理》

前言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中的伟大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思想的解放，经
济的腾飞，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不仅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而且也使中华民族声誉日隆，在国际
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随着国门
的打开，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有了新的追求。在实用物品方面，除
了实用的需要之外，人们还将目光投向了审美和品质。人们开始关注一个新的名词：“艺术设订”。
不加“艺术”两字的设计是宽泛的，“草船借箭”和“改革开放”都是设计，但前者是有关军事的设
计，后者是有关政治的设计。而冠以“艺术’’两字后，那就有所特指了。　　中国是一个设计的大
国，华夏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经典设计至今还让人们叹为观止。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经济的原因，
使我们的设计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与发达国家相比显得比较落后。　　今天，当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让“艺术设计”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
我们的生活中，大到环境景观、工业造型，小到用品包袋、配件饰物，艺术设计无所不在，无所不有
。　　设计能够改变生活，设计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因此，有人说设计也是一种生产力。　　
美的生活需要设计，发展中的中国需要一大批自己的设计师。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高等院校中的
艺术设计专业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三十年过去了，如今这个原本只有美术学
院和艺术学院才有的专业已经遍地开花，成为了国内高等院校中规模最大、报考最热门的专业之一。
其专业方向也由早先的单一化走向了多元化。一批既适应时代发展，又与国际接轨，让人耳目一新的
艺术设计的专业方向正在不断地开办出来。　　要办好艺术设计教育，教材建设非常重要。为此，上
海文化出版社组织了部分高等院校的艺术类专业的专家学者编写出版“普通高等院校艺术设计核心专
业新教材”系列。该系列教材分为设计基础、设计史论和专业设计三大部分，整套教材涉及艺术设计
专业的多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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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设计原理》为普通高等院校“艺术设计核心专业新教材”基础理论系列之一。本教材遵循高等
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的基本规律，在对艺术设计原理本体论与方法论的阐述上力求深入浅出，言简
意赅，以理推论，以据为证，并且强调基础教育与专业理论的结合。具体内容包括：对设计由来、设
计含义、设计特征、设计意识、设计方法、设计元素、设计形态、设计思维、设计观念、设计与自然
、设计与社会文化和科技生产力的细化讲解，以及对设计决策、程序与管理诸方面的新实践、新认识
和新趋势的具体分析。
《艺术设计原理》旨在提高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理论素养和掌握设计的方式方法，每章之前均有导论
和重点提示，以帮助学生把握课题的主旨和基本知识。章节之后附有延伸阅读的链接，并列有相应的
思考练习题，帮助学生总结和消化课题的内容。本教材可作为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
教材，也可作为艺术设计类企业技术人员的学习参考书，并且对广大艺术设计爱好者的自学也有一定
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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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燕靖，男，浙江临海人。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艺术设计以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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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生活方式与文化时尚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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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审美性特征　　设计的审美性特征是设计形式的一种突出表现，即反映的是美学问题。其
实，设计形式对于设计而言，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它是美学乃至艺术哲学在设计中的审美显现，包
括形态构成、功能转化、文化整合、审美体现、符号表现、风格变迁等诸多方面设计理想的实现。一
般而论，设计的审美并不纯粹，事实上也无法纯粹，因为设计需要兼顾多方面的考虑。比如，在客观
立场与个人喜好之间，就常常趋于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势。如在平面设计中，有一条业界公认的基本原
则，即商业设计和艺术设计的交织，由于两者都有各自成熟的价值体系和表达语境，因而在审美趣味
上是不大可能并置欣赏的，也不大可能用同一价值标准进行评判。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平面
设。计所包含的两个貌合神离的设计形式，虽说是孪生兄弟，但早已水火不容。因为，从根本上来说
，这两者除了使用同样的“视觉语言”来实现设计意图外，其他各个方面基本没有什么共通点，也没
有共同的表达语境。甚至，没有共通的设计出发点和目标，没有共通的价值标准。艺术设计讲究主观
表达，它更像绘画艺术的工业化、数码化、技术化的变种，并与绘画艺术有许多情投意合之处，而商
业设计则更像营销工具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所以说，商业设计虽然有它特定的表达语境，但它所希
望传播的对象，是可以产生具体回应的，它只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向特定的人群传达特定的信
息。因此，整个过程更像是一个计划，即商业设计的营销计划。　　对于平面设计中“美”的认识，
其实质是有区别的，纯粹的审美只是小众的趣味，而商业需求，特别是满足大众消费而形成的审美，
往往是要照顾到“喜闻乐见”的需要。这是审美的一种共通的东西，便于人们在同样的设计语境下的
交流、创作和思考。由此可见，设计的美是一种经过各种手段平衡之后的美。更确切地说，是形式和
意图在多方酝酿、平衡、取舍之后产生的。设计的平衡之美不完全是“美观”的外在形式，而是“美
满”的内部因果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平衡结构之下，其设计成果并非由设计师来完全控制，它
受策略的指引、内容的影响和目标的限制，这种复杂关系整体构成了设计的表达语境。在这里，设计
是受限制的，在这样的表达语境下，设计能否具有视觉突破性，表达是否极致，是设计“目标”能否
实现的关键，而不是“设计者”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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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挺有中国情怀的，就是没什么实用的知识。

2、无关原理
3、理论抽象部分没有升华 图片配得不好 看得好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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