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设计道>>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设计道>>

13位ISBN编号：9787562446958

10位ISBN编号：7562446954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重庆大学出版社

作者：杭间

页数：348

字数：25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设计道>>

前言

　　2001年的时候，我获得了“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项目”的资助，研究课题是“中国艺术设计的
历史和理论”。
　　这本《设计道——中国设计的基本问题》是项目的理论部分内容，我的原意是想勾勒一个“中国
人”的设计艺术理论框架。
这几年来，市面上有关设计概论、设计学概论的著作已有不少，也开始有了译自国外的同类著作，它
们对20世纪末2l世纪初中国的设计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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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题为“中国艺术设计的历史和理论”这一研究项目的理论部分内容，旨在勾勒一个“中国
人”的设计艺术理论框架。
 全书共分15部分，内容包括：名词的背后；设计的哲学溯源；为了理想的设计“历史”；中国工艺史
与设计史的描述；“后”生活与“后设计”；发展着的“人—机”关系；“设计链”；小设计与大艺
术？
；设计的伦理学；设计与文化人类学的联系；设计知识：一种生活方式的学习；管理设计和设计管理
；设计“道”路——“东西”的风格；数字设计时代和全球化身体；“诺亚方舟”：终极的救世设计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设计道>>

作者简介

　　杭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历简历：　　1983．9-1987．7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本科 学士学位　　1991．9-1995．1 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博士研究生 文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81．12-1983．6 浙江义乌地毯
厂设计　　1994.9～1996.8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学系讲师 兼《装饰》杂志副主编　　1996.9
～2000.1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杂志主编 兼工艺美术学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0.1至今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系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院学术委员会 学位委员会 教学委
员会委员　　2003.7～2005.7 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美术学学科带头人 汕头大学学术委
员会委员汕头大学教学委员会委员　　2005.7至今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06
、11-2007、6 美国康奈尔大学艺术与建筑规划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2008－今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
长　　承担主要课程：　　本科：中国设计史 中国工艺美学思想史 中国工艺美术史（明清近现代）
美术批评　　研究生：中外艺术史 设计艺术述评　　论文、论著、作品及科研成果：　　《中国工艺
美学思想史》 1995　　《新具象艺术》1999　　《艺术向度》2000　　《身体的智慧-中国当代油画精
神景观》2000　　《手艺的思想》2002　　《中国工艺美学史》2005　　《中国传统工艺》2006　　《
原乡设计》2008　　《设计道——中国设计基本问题》 2008　　《岁寒三友——中国传统图形与现代
视觉设计》论文集 主编　　《中国著名设计师系列丛书》 主编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经典图说丛
书》 主编　　《视觉革命丛书》 主编　　《装饰的艺术》 主编　　《现代艺术辞典》 主编　　《服
饰英华——中国古代服饰史》主编等　　清华大学研究生会“良师益友”荣誉奖　　教育部第四届“
高校青年教师奖”　　第四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　　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著作奖（同行
最高奖）　　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十年优秀论文一等奖”　　中国轻工业部“全国优秀教材青年奖”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著作奖。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设计道>>

书籍目录

I  名词的背后  1.一个名词的兴衰  2.历史的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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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知识背景  2.建立文化人类学与设计的联系  3.设计人类学的视野XI  设计知识：一种生活方式的
学习  1.重构“物——人——环境”的生态关系  2.教育理想与设计未来  3.设计教育与生活互动  4.创意
优化生活XII  管理设计和设计管理  1.艺术是自由的，设计要约束吗  2.“两条轨道，两排轮子”  3.设计
政策  4.谁会成为设计管理者  5.在通向未来的道途中演化XIII  设计“道”路——“东西”的风格  1.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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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名词的背后　　1．一个名词的兴衰　　1998年在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中，没有了中国
高等教育界延续使用了近半个世纪的“工艺美术”专业，而将其改称为“艺术设计”　[研究生的专业
目录又称为“设计艺术”]，这其中可能有其他的人为原因，但它所造成的事实是：“工艺美术”先是
以名词尔后逐渐实质性地退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舞台，一个词汇在我们中间消失了。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20世纪中国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这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词汇的变化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外在表征，文化和教育在这个时
候往往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晴雨表，用毛泽东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它象征着中国工业化步伐向前迈
进了一大步。
　　曾经被我们无数次引用过的，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关于建立“工艺美术学院”的批示：　“提高
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
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还是在这篇文章，毛泽东说：　“国家要帮助合作社
半机械化、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机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
作社的寿命就越短。
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
你们努力快一些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n巴。
”毛泽东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洞察了过渡时期手工业和工业的关系，并定下了以手工业的
原始积累，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创造条件的国策，中国以手工业形态为主的工艺美术的命运，在那时就
被决定了。
　　长期主管工艺美术的轻工部的建制的调整，也暗含了现代工艺美术的历史命运：　　1954年11月
，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央手工业管理局；　　1958年5月，中央手工业管理局与轻工业部合并；　　1959
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重新建立手工业管理机构》的指示，合并一年后的手工业管理局重
新单立；　　1965年初，国务院又决定撤销中央手工业管理总局，改建成立第二轻工业部，同全国手
工业合作总社合署办公；　　1970年4月，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合并为轻工业部
；　　1978年1月，轻工业部与纺织工业部分开⋯⋯　　近几年的几次调整不必一一列举，从轻工业部
到中国轻工总会，再成为中国轻工行业协会，工艺美术从20世纪，o年代以前的个体作坊，到手工业
合作社，再到国家行政管理范畴的集体企业，最后在机构改革的背景下又回到个体，中国现代工艺美
术的遭遇，折射了现代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意识形态纠缠不清的历史。
耐人寻味的是，每次调整，总是有国家政治经济的大背景，so年代中苏关系的蜜月与工艺品的大量外
销，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与重新恢复传统工艺品的生产，具有所谓东方文化特征的传统手工艺，为每一
次中国现代化的追求最初开始时充当了基本外汇积累的重要力量，它无知无畏地面对现代工业对它将
要造成的深刻威胁，以“烛炬成灰”却照亮整个中国现代化前程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而离开了这一点，我们的思考就无从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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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人郜是设计家而又人人部不是设计家”。
　　其实，先哲的智慧是“道常无名”，“设计”无常名，不⋯定要说清楚。
这不是虚无，因为，“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汉语的“设计”从来就不非要与英语的“DESIGN”完全对应，而中圉人知晓设计，何止已经五
千多年?　　——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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