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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当代室内设计的发展经历过几个重要阶段，为提高亿万群众的生活环境质量发挥过重大作用
。
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室内设计行业发展迅猛、成绩斐然，这要从几个方面分析原因：第一方面
是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生活空间品质的要求逐步增高，迫切的市场需求为室内
设计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第二方面是在开放的环境中，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的结果推动了人们审
美意识不断提高，设计作品呈现多元化与多层次并存的局面；第三方面是建造技术的现代化和信息媒
介的国际化为实现设计构想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四方面是在专业院校与设计机构的努力下，从业的
设计师素质和能力均有大幅度提高，为室内设计行业良性发展打下基础。
　　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当代中国室内设计发展还停留在设计实践的层面，时至今日
我们不得不面对室内设计理论发展的缺失。
因此，无论是从室内设计发展还是室内装修产业发展来讲，都需要加强室内设计理论的研究，以一种
宏观的视野审视当代社会变迁中室内设计的发展问题。
崔笑声博士的专著《消费文化·室内设计》正是深入探讨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中室内设计发展的一部理
论著作。
　　崔笑声从事室内设计教育多年，具有扎实的功底和丰富的设计经验。
在博士研究阶段，他大胆地将室内设计置于当代社会文化层面进行分析，选择当前文化研究领域十分
活跃的消费文化现象为背景，分析了众多在消费文化时代的室内设计现象，拓展了室内设计的理论视
野，这是值得肯定的。
　　《消费文化·室内设计》一书是崔笑声在博士论文基础之上完善的成果。
写作中，崔笑声将论文结构转变成若干相对关联的独立话题，使整部著作线索更具现实性，叙述方式
更清晰、明确，大大增强了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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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消费文化时代的室内设计现象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上予以了解读，并对消费文化背景下室内设
计观念的变化及其审美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作者强调设计师应在纷繁复杂的消费文化之中保持清醒、冷静的认识，努力发展、保持传统文化精髓
的主体地位并有机结合当代设计观念，使室内设计摆脱目前只关注形式美但对当下社会现状、文化的
意义漠不关心的被动状态，寻找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有立场的室内设计方法。
全书共分5章，主要内容包括：消费之“惑”、消费时间与消费空间、被物质化的空间、“边缘化”
的诱惑、空间的“泛审美化”、非暴力的室内设计变革。
    本书可供室内设计、环境艺术、建筑景观等设计专业人士参考，并可为社会文化人士及相关管理人
士借鉴，同时也可用于相关专业院校师生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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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笑声，1996年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毕业并留校任教，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
系教师2003年-2006年  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攻读博士，获博士学位。

　　现已发表“当代室内设计‘泛审美’倾向分析”、“当代室内设计的艺术性与边缘化的诱惑”、
“回归平常状态”、“艺术院校环境艺术设计教学的两点思考”等数篇论文，出版专著《设计手绘表
达瑚维与表现的互动》和“十五”国家重点音像出版规划《设计师手绘快速表现系列》光盘教材四套
。
参与编写多种环境艺术设计教材。
主持或参与数十项设计项目，并获多个省部级设计金、银奖。
近年主要参展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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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参加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2004年参加首届“为中国而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大展。

　　2004年参加第五届中国室内设计双年展。

　　2004年参加首届中国建筑艺术双年展A5版块“无止境”室内设计展。

 　 2004年参加首届中国建筑艺术双年展A6版块“公共领域”公共艺术展。

  　2006年参加第二届“为中国而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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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言  消费之“惑”  1.消费文化之“辩”  2.作为“消费品”的室内设计  3.空间内含物的结构和身份
第一章  消费时间与消费空间  1.时尚与享乐主义  2.传统的“再生产”  3.“古物”的新角色  4.热衷“过
程”体验  5.不确定的空间边界  6.购物中心的吸引力第二章  被物质化的空间  1.符号消费  2.家具的解放 
3.后福利时期的家居设计  4.日常生活转型中的空间设计  5.复制时代的艺术性  6.技术革新的推动力第三
章  “边缘化”的诱惑  1.中产阶层的“品位”  2.“格调”的误读  3.作为媒介的室内设计  4.广告与流行
的副产品  5.798艺术社区的空间吸引力第四章  空间的“泛审美化”  1.表层的审美化  2.审美疲劳  3.审美
的开放性  4.物质与非物质  5.“双重译码”第五章  非暴力的室内设计变革  1.结构性变化与观念更新  2.
格调与文化价值  3.“关系”的问题  4．符号化途径  5.国际化与价值体系  6.设计师的身份和立场后记参
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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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消费时间与消费空间　　5.不确定的空间边界　　5.2　迈向的“第三空间”　　在一般
的建筑、室内设计的空间观中，最为流行的是所谓“四维空间”之说，即在静态的三维空间的认识过
程中加入动态的时间维度。
这样空间就变得富有动感，呈献出与时间特性相呼应的空间状态。
这种观念是被大多数设计师接受的。
从总体上看，认识真实空间时将空间与时间联系起来是一种合理的、有效的方式。
如卡西尔所言： “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的构架。
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
”这种观念被设计师遵循了很长时间。
如今在消费行为、事件不断的社会中，人们对于空间的需求与认知已经不单单是依赖“空间——时间
”的维度。
因为“空间与时间”的认识方式还是有点学术了，它大多数是停留在专业人员的谈论之中，而大众并
不一定能有此共鸣。
所以为了能进一步的贴近大众、贴近社会，设计师就应该采用一种更加有效的空间观来指导设计实践
，这时候室内设计的空间观表现出当代的特征。
　　在当代空间观的研究中美国学者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颇具借鉴价值，其理论发源于法
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形式的存在，是社
会关系的容器。
空间具有它的物质属性，但是它绝不尼跃红，室内设计形式语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是与
人类。
人类实践和社会关系毫不相干的物质存在。
反之，因为人类存在其间，空间对我们才显出意义。
空问也具有它的精神属性，一如我们所熟悉的社会空间，国家空间，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经济
空间，政治空间等概念。
”列斐伏尔所说的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即所谓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
第一空间的物质性，可以被观察、被实验，就像建筑、城市、地区、国家等都是第一空间的观察对象
。
而第二空间则是对第一空间的物质性、客观性的对立面——以“精神对抗物质”。
因此第二空间“形式从构想或想象中获取观念，进而将观念投身向经验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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