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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设计史鉴：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研究（文化篇）》内容包括：“文化”就是“人化”、文化的本
意、文明与文化的概念区别、被动适应与主动创意、设计的文化属性、设计的人与自然“物化”功能
、劳动创造了人的文化、主动性创意，是设计文化的原点、设计，是一种文化影响力、设计的人与人
教化功能、教化是设计功能之一、设计心理与教化功能、需求的教化与变化、设计文化条件说、设计
的文化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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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设计文化属性说概述第一节 “文化”就是“人化”第一点 文化的本意第二点 文明与文化的概
念区别第三点 被动适应与主动创意第四点 设计的文化属性第二节 设计的人与自然“物化”功能第一
点 劳动创造了人的文化第二点 主动性创意，是设计文化的原点 第三点 设计，是一种文化影响力第三
节 设计的人与人教化功能第一点 教化是设计功能之一第二点 设计心理与教化功能第三点 需求的教化
与变化第二章 设计文化条件说概述第一节 设计的文化成分第一点 设计者的文化素养第二点 设计消费
者的文化习惯第三点 设计物的文化含量第二节 设计的文化语境第一点 经济水平第二点 技术程度第三
点 人文传统第四点 自然状态第三节 设计文化与科学观第一点 中国古代科学观与科技成就第二点 近现
代科学观的进化第三点 科学文化观是先进设计的首要条件第三章 设计文化功能说概述第一节 功能是
设计的核心价值第一点 功能设计的“二元法则”第二点 功能设计的文化考量第三点 设计物功能的文
化演变第二节 功能设计的文化视野第一点 “官学”和“民学”文化体系的功能设计第二点 装饰设计
的文化功能第三点 功能设计的文化“歧义”第四点 造物与设计的功能演进第五点 符号功能设计的文
化价值第三节 文化功能的附利价值第四章 设计的文化批判概述第一节 仅仅“傍洋款”是不够的第二
节 “集体失语”：对传统价值的漠视第三节 重塑民族文化新形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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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并不是中国的技术传统出了大问题，而主要是技术体制（官民之分）以及技术需求导致的特
殊技术定位所致。
但笔者依然要强调，中国古代社会的技术与设计，存在天然缺陷的同时，依然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技术
形态之一。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古代技术与设计传统就是这么一种优劣相杂、良莠不齐的混合型文化状态
。
不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文化的独特结构，就无法正确理解中国古代技术史的独特性质，也就无法
解读中国传统设计的“外部文化条件”。
第三点人文传统现在西方学界流行起来的“物质文化决定论”（意指社会的精神文化是依附于社会的
物质文化而存在的，“有什么样的物质状态，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品质”，即“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
实而知礼节”），是古代中国人早就解决了的思想观念问题，而且还是中国社会人文传统始终不渝的
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设计传统，就是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附着物质文化后形成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不是所有古代的东西，都能列入传统。
“传”下来了，也“统”起来了，才能叫“传统”。
传统事物有两个“纵向”与“横向”的评价标准。
“纵向”评判标准，就是看它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延传的时间有多持久；“横向”的评判标准，就是
看它在当时的社会特定空间范围里是否属于典型事物，起到一定“统合型制”的影响作用。
有了这个“时空”尺度，无论古今中外，绝大多数瞬间即逝的美丽事物，都不属于传统事物。
还有一条附加品质判断标准，有些社会陋习也影响很大、流传甚广，即便“传”下来了，也“统”起
来了，但皆属该铲灭之列，坚决要把它们从传统之列剔除出去。
比如中国古代男人扎大辫子、中国古代女人裹小脚，都是传而统之、流行了几百年历史的老玩意儿，
但这类与社会新规不合、与进步潮流逆行的事物，都要从传统中彻底清除。
所以，传统的时空尺度是相对固定的，无法改变；传统的优劣尺度又是不断更新的，更新的依据就是
“即时社会需要”——人类就是在这种对自身传统的不断更新、不断改造中，取得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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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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明于鉴以炤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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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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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设计史鉴: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研究(文化篇)》是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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