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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把传统比喻成一条河流。
我把自然环境、生活方式、文化品质比喻成这条河流的河床。
我把我的思想，比喻成这条大河里的一小朵浪花。
因为河流的不懈努力，河床被不断改变形状；因为河床的走向，河流的沿途景色各有不同。
我们民族的传统精神，正是这样一条奔流了数千年的大河。
传统是一条河流。
河流和河床，既是共存共生的亲密伴侣，也是世代争斗的宿敌。
河流和河床永叵的争斗与合作，使大河生生不息、万古流淌。
河流用鲜活的生命无休止地冲刷河床，不断改变着河床的走向；河床则用坚定的信念无休止地裹挟着
河流，永远无怨无悔地护卫着河水一路向前。
有时候河流反抗河床的拘束，惊涛拍岸，骇浪裂石，一泻千里，夺路狂奔；有时候河床压抑着河流的
放任，立石竖壁，曲径洄湾，使大河顺从地舒缓流淌，烟波浩渺，如诗如画。
无论是合作还是争斗，河流与河床冲刷、碰撞出的，都是瑰丽绚烂的壮景。
传统是一条河流。
虽然河床难免蜿蜒曲折、跌宕起伏，甚至出现断层，只要河流能细流不绝，百川海纳，连续不断地沿
着由无数的险滩、绝壁、断崖组成的河床护持前行，这个传统就没有中止，一直奔腾向海。
险滩挟持，河流就变幻出漩涡、激流，曲折迂回；绝壁阻隔，河流就奋起惊涛骇浪、击石穿云；断崖
当临，河流就化作一道道凌霄瀑布，纵身飞越，勇往直前，声如恸雷，形如雾瘴，惊天地而泣鬼神。
一旦河流被险滩、绝壁、断层所阻止，河水枯竭不续，大河的生命就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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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设计史鉴：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研究（思想篇）》的书名之所以叫“设计史鉴”，就是与“设计
史”有所区别，重点是笔者个人的评述、议论，是对设计史中的既往事物做一些鉴赏（不敢称“鉴定
”，那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强项）、借鉴和引申方面的研究，自然不可能写成“器型史”、“纹
案史”、“彩绘史”和“设计史”（能力和篇幅都不允许），而是根据主次、轻重、价值等各方面的
评估来对众多案例进行挑选，根据所拟主题深入分析、探求，获得既定目标确定的、设计学意义上的
研究价值。
因此，对于各个子项目的论述，也只能根据设计史演化发展的主线，挑选出具有类型学意义的标杆性
案例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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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魏晋骈文、词赋、书法、绘画、音乐方面的重大成就，在某些方面说明：“自然观”异化现象
亦能造就丰富的文化成果。
宗炳有一段话，可以作为魏晋文人审美意识中“自然观“异化的最好注脚。
他在流传至今的《画山水序》中这样写道：“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
，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类，必有崆峒⋯⋯（古地名）之游焉。
由称仁智之乐焉。
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
不亦几乎？
”这里最关键的是起首的两句话：“圣人含道映物”和“贤者澄怀味像”，魏晋的文化精英们首先要
把自己和一般“凡俗之人”们进行彻底切割，心里只有圣贤之人；其次，魏晋文人游历山水、“师法
自然”，却并不关注自然事物本身的天然性质，而是力图参悟“寓道于形”的自然山水；再次，魏晋
文人的“仁智之乐”在于借助自然以抒情审美，讲究的是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高度分离，无意于社
会民生层面的生活状况。
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个异化了的中国文化精英们的“自然观”，在后来的中国社会的造物——设计行
为中，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效果也有利有弊，是今后中国设计史研究中国传统设计思想“自然观”
时所必须加以重点分析的内容，我将另文专题详述，此处略过不提。
春秋以来，在以道家学说为主流意识的中国传统设计思想“自然观”定型之后，中国社会先后兴起、
消亡的各种思潮，均对中国传统“自然观”思想有过部分的影响，但本质上都是在此基础上的修正、
补充或是完善，并未从根本上颠覆延续了三千年的这一传统。
其中，中国古代文化体系内部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学说（特别是南宋以后的程朱理学思想）；体系外部
影响最大的是佛学教义（特别是魏晋时期实现“本土化”之后的、被原旨教义派贬称为“小乘”教的
中国传统佛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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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杀青之际，有必要对该系列的书名“设计史鉴”做一番咬文嚼字的解释：“鉴”者，有形之物为
镜，无形之事为照。
本书名取“鉴”之意，重在后者：以史为鉴，以设计学的观照，解读、审视、梳理出中国设计传统的
大致特点。
这个“鉴”字，是一个想法、行为，与“我心匪鉴”（语出《诗·邶风·柏舟》）、“后人哀之而不
鉴之”（语出《阿房宫赋》）、“借明于鉴以熠之”（语出《淮南子·主术》）、“槛外诸鉴”（语
出严复译《天演论》）所用的“鉴”相似，不是实物之镜，而是内心之镜。
本书的书名之所以叫“设计史鉴”，就是与“设计史”有所区别，重点是笔者个人的评述、议论，是
对设计史中的既往事物做一些鉴赏（不敢称“鉴定”，那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强项）、借鉴和引
申方面的研究，自然不可能写成“器型史”、“纹案史”、“彩绘史”和“设计史”（能力和篇幅都
不允许），而是根据主次、轻重、价值等各方面的评估来对众多案例进行挑选，根据所拟主题深入分
析、探求，获得既定目标确定的、设计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
因此，对于各个子项目的论述，也只能根据设计史演化发展的主线，挑选出具有类型学意义的标杆性
案例进行分析研究。
《设计史鉴》前两本“思想篇”和“文化篇”写的是设计的“设”：设想、预设、设谋是也。
设计者的设计思想，自然是所有设计创意的源头，什么样的脑瓜子出什么样的主意，自然无需多解释
，所以思想是设计创意的“内因”。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设计史鉴>>

编辑推荐

《设计史鉴: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研究(思想篇)》是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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