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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设计是人类有目的地改变生存方式的创造性活动，是伴随着工业大革命和机械化大生产的产生而发展
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设计史的起源可追溯到工业革命时代和机械制造的诞生。
工业革命时代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使整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从历史的角度看
，设计史孕育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后的英国。
工业革命，掀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个新的设计时代开始了，真正的设计运动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莫里
斯(William Mor'ris) “工艺美术运动”而开始的，莫里斯的“工艺美术运动”为现代设计运动的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1907年，一群设计师又建立了德意志制造联盟，其宗旨是“将美术与工业、手工操作相结合，为创造
优质的生活用品而奋斗。
”标准化是工业设计的产物，是现代工业设计的基础，对现代设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工业设计的核心就是零部件的标准化和合理化，它使设计摆脱了手工艺的传统，步入了现代设计。
德国著名设计师贝伦斯('Pete]'Beflrens)设计八角形电水壶时，采用标准化的组合方式，满足了消费者的
需求和审美趣味，这项创造性的设计使贝伦斯成为现代意义上第一位工业设计师。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艺术运动成为广泛流行于设计世界的一种风格及运动，以法国为中心的新艺术
运动(以曲线为主题的设计运动)和在德、奥兴起的分离派运动(以直线作为主题)，主张有个性的创作
自由。
与此同时，1889年法国建造了埃菲尔铁塔，形成了以构造学为标志的造型新纪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荷兰风格派艺术运动使新的设计概念几何化。
直到20世纪早期，在德国成立的包豪斯学校，可以认为是现代设计教育的开端，现代设计才在真正意
义上形成。
包豪斯从功能主义出发，追求生活和科学的完美结合，提倡设计和人的需求结合。
包豪斯的目标就是通过设计师的努力和对新技术的展现，设计出实用和有美学价值的产品，包豪斯的
设计教育体系对现代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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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专门讲述世界设计艺术发展历史的教材。
本书全面，系统、清晰地向读者介绍了世界艺术设计的发展状况，即没讨思潮、设计运动、设计流派
、设计家及其作品等几个主要方面，探寻设计艺术史流变的脉搏。
本书视角新颖独特，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全书广泛借鉴世界发达国家设计艺术史的案例，从不同的
角度探索设计艺术发展的源流、风格和发展演变规律，对于当代设计艺术吸收历史精华，借鉴传统文
化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设计艺术类专业的师生使用，是进行“设汁史”课程教学的读物或参考书籍。
本书使读者在设计艺术的天地里得到美的享受、进而陶冶情操、美化心灵，提升精神境界，增强人文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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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为多家公司设计跑车和汽艇，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辆单体构造的跑车
“BMW700”（1959）。
在20世纪60年代，他又在家具设计领域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功。
之后，科拉尼用他极富想象力的创作手法设计了大量的运输工具、日常用品和家用电器。
虽然它们并非百分之百都是“优良设计”，但确实有极高的造型质量，受到舆论和公众的普遍认可，
与此同时他也遭到来自坚持现代主义的设计机构的激烈批评。
20世纪的德国设计界被称为“理性主义的堡垒”，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还是有机现代主义，都具有抽象
美学所体现出来的严峻、简练、少装饰的特点。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秩序、和谐、经济”的设计法则一直沿用到今天。
他们遵循这样的设计理念，产品售价虽然比同类的日本产品高出数倍却仍备受欢迎，这是因为它给人
的是出色的质量和高品位、严谨的艺术象征。
但是，科拉尼的设计却与这样的“主流”理念距离很大。
“每一个优秀的设计师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
我的设计一直追求造型上的自由，有强烈的仿生意味和变化意识。
环保和仿生是我的设计特点。
”科拉尼说，“我的设计一直试图打破固有的理性。
但我要说，你设计出来的作品，也许看起来很奇怪，但一定要符合科学的原理。
我是学空气动力学的，我设计的很多运输工具看似怪诞，但一定有着空气动力学的理论依据。
比如我设计的地面交通工具，速度可以达到540公里／小时，但非常平稳，因为我在这个设计中，运用
了一个仿生学的原理。
它像一个颠倒的鸟的翅膀。
在正常的状态下，达到一定速度之后，在空气动力的作用下，鸟就会起飞，离开地面，但如果反过来
，将它放在一个完全颠倒的状态下，虽然达到了这个速度，它仍然能很平稳地在地面上奔跑，因为空
气动力的作用不断将它压向地面。
”但是他在设计中一直遵循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或许这是他的作品一直都比较受大众喜欢的重要原因
，“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把椅子，那就一定要适合人体的生理特点，让坐在上面的人，感觉到最舒
适。
再比如说设计一只杯子，也许你觉得它的形状有些奇怪，但有一点不会变，那就是它的把手一定在你
感觉到最顺手的那个位置上。
”科拉尼说道。
“我不愿意叫自己设计师，我是三维形象的哲学家。
”科拉尼曾经这样说，上海崇明岛生态科技城是代表着他设计哲学的最好范本之一，且听科拉尼自己
是这样解读的：“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设计构思。
如果我们从上往下看，你就会发现，这个生态科技城，它的结构就是一个平卧的裸体女性，是一个美
女。
她舒展的“四肢”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
“左手”的位置是机场，“右手”是海港，“双脚”是传媒及信息中心。
美女高耸的“乳房”是琳琅满目的购物市场。
其“头颅”是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
而“心脏”则是能源生产基地。
她的肺的位置是一个疗养院。
在这个设计里，人体器官及其生理功能与建筑群的社会功能都是一一对应的。
生态科技城在这个设计中融入了深蓝色的基调。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在傍晚时分，晚霞勾勒出了城区的轮廓，而此时正是华灯初上，人体建筑闪烁着
耀眼的光芒，她应该是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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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个暗合“融合”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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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设计史》：全国高等院校设计艺术类专业创新教育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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