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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久前，有人问我中国南北设计形势，我毫不犹豫地说：&ldquo;在当代，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美
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学科，它们将构成对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最大
挑战。
&rdquo;　　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我看见我所在的学院正在成为被挑战者，而被挑战的本身，正说明你不再具有不被挑战的地位。
　　复杂还来源于对50年前往事的追忆。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个春天，中国现代设计的伟大的前驱们此时正从杭州坐火车出发，他们将离开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即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前去北京筹建中国第一所设计学
院&mdash;&mdash;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此北上的行列里，有庞薰栗、雷圭元，还有后来成为我的恩
师的田自秉先生。
　　到北京后，他们暂时栖身并融合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实用美术系，在短暂的两年筹备期后，1956
年11月，这所集中了两校实用美术系科几乎全部精英（ 还有当年清华大学营建系的部分教师）的学院
正式挂牌成立。
　　后记　　出版这本设计文集，我很长时问处在犹豫当中，原因有两个；一是看以往已经出版的这
套丛书的封面设计中，那大幅的作者像，俨然有&ldquo;大家&rdquo;的意思，我是否能当得起如此
的&ldquo;待遇&rdquo;？
在感谢主编倪建林教授的雅意的同时，却始终怀有不安：另一则是近些年来我写的文章其实不多，其
中有的已经以别样的方式出版，我会不会让读者重复购买，浪费他们的金钱和时间。
　　倪建林教授和社长崔祝先生始终满怀善意耐心催促。
其时，我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访学半年，与国内的联系除了电子邮件，还有带去的手机的短信功能。
我几乎都能在同一时间收到越洋而来的信息，只是由于时差的关系，手机常常在半夜响起，我的短信
铃声是那种用野里的蛐蛐的叫声，异国的暗夜里，那一声又一声的蛐蛐声，构成了我对整理此书文稿
的难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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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要写一篇好的文章往往并不比写一本专著轻松多少，这倒不是在篇幅或
体量上的比较，而是就论题的典型性和观点的深刻性而言的。
这就好像我们有时听一位专家教授的一次专题讲座比听其开设的某些长期课程还要来得有收获一样。
就是因为单篇的论文或专题的讲座往往是浓缩了一位专家学者在某一方面研究的精华，言简意赅，直
指问题的实质。
    我们编辑这套《设计大讲堂》丛书，抱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窗口，将当代中国有
影响、有成就的设计理论家们的思想精华，自选结集，奉献给有志于在这一学科领域进行思考的读者
；所邀学者都是近三十年来中国设计理论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们的思想曾经对中
国当代设计界产生重要影响，他们的思想也代表了当代中国设计艺术领域中思维的一个高度。
人们常说，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愿这套丛书能成为设计艺术研究道路上的一个阶梯
。
回顾走过的历程，应将已经取得的成果变为继续研究的新起点，共同探求中国的设计之道和设计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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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故乡·设计——应《新设计》创刊而写（代序）原乡之思　回“原乡”——《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经典
图说丛书》总序　本土知识体系与传统研究　道器论——传统文化中技术与思想的关系　“移风易俗
”后的中国民艺之路　“六书”与中国视觉设计思维　“开卷”——中国古代书籍艺术的审美形态　
设计的伦理学视野　设计人类学联想　“岁寒三友”与中国传统图形设计　纹样是什么——我读田自
秉先生的《中国纹样史》传统生活的智慧　“一代不如一代”　《幼学琼林·衣服》选注——一个来
自乡土的城市学人回望传统手艺或　江湾故事中时间对衣服的侵蚀　乌镇的手艺人们——杭间和他的
“传统手艺人研究”田野调查札记之一　洪元师的“西化”情结　“行灯”　我在地毯厂　坐，一种
文化观——从《黄帝内经》看明式椅“功能　传统工艺的承传与发展——与何兆基的对谈当代设计史
　从工艺美术到设计艺术　当代设计的几个问题小议　工艺史有什么用　工艺史与设计史　中国人的
设计史——关于上海的中国设计史年会　复兴与转型——关于中国当代壁画　本土设计中的发现——
从第十届全国美展“设计展”说开去　关于“绘本”　语焉不详的中国现代陶艺——年代以来中国现
代陶艺的现实和问题　我读《说陶论艺集》　当代漆艺访谈录　技与道——当代漆艺几家　一所艺术
学院的“实践”——袁运甫、杭间有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术思想的对谈　汕头大学的设计艺术改革
　深圳平面设计在中国　“首届中国现代手工艺学院展”策划主旨　设计的安全原则——江牧《产品
设计中的安全原则》序工艺大师和形式大师们　田自秉工艺美术思想初探　“辫子股”的启示——关
于张道一　设计时代的理想——兼议尹定邦和他的设计学的建设　“尺”的故事——靳埭强和他的收
藏　桥——漆艺家乔十光其人其事　自然的赞美者——常沙娜的花卉写生艺术　机智的平面——吴勇
其人　一个陶艺家如何面对本土和世界——关于白明　“血缘”的“图腾”——写在《设计中国姓》(
贰)前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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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器论&mdash;&mdash;传统文化中技术与思想的关系　　&ldquo;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器&rdquo;，原出于《易？
系辞上》。
纵观《易》的本意，是丝毫找不出有重道抑器之意。
　　非物体的形而上的称&ldquo;道&rdquo;，物体的&ldquo;形而下&rdquo;的叫做&ldquo;器&rdquo;，
这是《易》里所包含的道理能够实现的两个前提和规定条件。
在这两句话前面．是这样几句：&ldquo;乾坤，其《易》之缊邪？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乾坤毁，则无以见《易》。
《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hellip;&hellip;&rdquo;它的本意是说明易道产生在天地万物有秩序的生长之中，
如果毁灭了天和地，则易包含的道理无法体现．反之，天和地也就停止运动，因此道和器的关系是一
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两种东西缺一不可。
&ldquo;是故&rdquo;两字充分说明了这种因果关系。
　　在作了这样的界定后，紧接着又有这样几句：&ldquo;化而裁之谓之变。
推而行之谓之通。
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rdquo;将治国安邦和生财制器相结合而裁节叫做变，推行这种变化叫做通。
应用这些变化于人民就叫做事业。
至此，作为治国安邦的&ldquo;道&rdquo;和生财制器的&ldquo;器&rdquo;，它们的变、通以至事业的关
系，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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