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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设计理论全面系统的阐述，内容涵盖了与艺术紧密相关的各科理论，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泛
。
论述中时不时有作者个人的创见，形设上丰富新颖，适合当代读者阅读。
    随着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不仅美育成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建设的一大课题，而且用美的形态和
应用技术丰富和提升我国人民大众的生活质量也是必然趋势。
绝大多数美术院系培养学生的方向，可能越来越多的是应用型人才，而不是架上绘画或纯艺术创作人
才了，这种变化带来的教学思路的调整也就是必然的了。
出版社为教学服务是天职之一，而面对这种变化，首先就想到了教材的变革与调整。
大学美术和设计专业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中，实用类、应用技术类学科内容和知识范畴成为课程
的中心部分，大多数学生在校期间也会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这些内容上。
为此，学校院系调整师资配置，调整课程安排，甚至调整办学模式来适合学科的发展。
我社也积极配合出版了一批应用型的各门类基础教材，以满足调整的需要，其中不少教材受到学校老
师和同学们的认可和好评，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我们又和一批高校的教师和作者共同想到教材的另一个课题：美术院校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
育仅仅是为了培养一批批“匠人”吗？
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有什么区别呢？
回答也是明确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有什么区别呢？
回答也是明确的，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应该走设计师之路，开创培养有创意和创新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
之路。
那么高等院校的四年本科学习里，理论类和史论类的内容就绝对不能缺少，而且肯定应该是知识架构
中的骨干课程。
如果是偏重了应用和实践课程，忽视了理论基础的学习，是很危险的。
    针对这种调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拿出两套理论类教材，充实我社的教材体系。
一套《高等院校美术理论系列教材》，主要围绕美术传统基础理论进行编写；一套《高等院校设计理
论系列教材》，主要围绕艺术设计类基础理论进行编写。
两套教材构思一致，完全按照国家教育部教学大纲要求制定选题和课程。
在策划和组稿中，我社充分注意到编纂到把知识点和学习重点的论述和安排放在首位，同时，根据现
代学生的阅读习惯，把教材的可读性和图版资料互动的形式结合起来，力争以最好的图书形态克服以
往理论类图书呆板的面孔，使这两套教材成为满足我们追求完美教学目的的帮手，以证明我们正在努
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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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设计总是在某一社会技术条件下的设计。
在手工技术时代，以经验和直观感受为基础，不断提高劳动技巧和产品质量。
设计靠双手和技巧，将操作动作和个别性特征凝结在产品的形式中，形成了技术与艺术的自然结合手
工艺形态。
机器生产的出现，使物质生产过程的结构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生产的过程和产品完全取决于生产前的
设计安排，原来的手工艺技巧已无法在其中发挥作用。
设计与生产过程相分离，手工艺人角色的分化，形成了工业化背景下的现代设计。
技术可以分为生产技术、产品技术和操作技术。
设计无时无刻不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
设计首先受制于生产技术。
生产技术是最能动的因素，所以技术进步对产品造型的发展演变具有决定性意义。
产品造型设计不仅要考虑技术上的可行性，还要考虑不同的加工方法给产品的外观带来的影响。
产品的任何改善，依赖于技术对材料、结构以及外观形式的改变。
比如，随着钢材质量和冲压技术的提高，把钢板折成直角所需要的缘角半径一再缩小，使电器造型大
为改观。
二战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1947年晶体管的发明，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使许多产品能以很
小的尺寸来完成其先前的功能，设计师在产品外观造型上就有了更多的变化余地，引发了20世纪六七
十年代急速的产品设计小型化浪潮。
意大利设计师贝里尼是最早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设计师之一。
他认为随着机械部件基本上被电子线路所取代，产品的外形就只是由传统、美学和人机工程学的综合
来决定了。
这就要求更多地考虑文化、心理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即赋予简单的外形以一种有价值的内涵。
他为日本雅马哈公司设计的录音机就体现了这一思想，其造型就是由人机工程关系决定的，各种控制
键十分简洁明了，而录音键和电平指示的两点鲜艳的红色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其他意大利设计师在这方面也作了积极探索，致使意大利在新兴的电子产品的设计方面取得了重大成
功。
1968年扎努索利用集成化和按键拨号新技术设计出了一种新型电话机，将机身与听筒两大部分融为一
体，既简洁优美，又使用方便，开创了电话机设计的新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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