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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设计是人特有的一种行为，它是人们为达成某种目的而进行的筹划、决策活动，为满足某种需要
而提出的可行方案。
因而，设计的范围极为广泛，它可以小到一支笔、一本书、一张信笺、一个信封的设计，可以大到一
栋房屋、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整体设计。
设计简直无所不包、无所不在。
它渗透在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的方方面面，满足人的物质的、精神的、心理的、情感的多重需要
，其中也包括人的审美需要。
设计的目的是以人为本，就是说除了满足人的需要外，也是为了建立一种适应人的人性系统，为人提
供一种便利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从而适应人类的发展，适应环境的发展。
　　设计从人出发，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
在动物向人演变的漫长过程中，人不满意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满意自己的生存与生活条件，故需从多
种可能条件中进行一种选择，此时，设计就悄然产生了。
设计的产生、形成与人的产生、形成相伴随，它伴随着人从利用天然石块到自制石器，从利用天然树
枝到自制棍棒，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历程。
设计在发展，人也在发展，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亦在为适应人与设计的发展而作出调整。
人类的漫长历史是人自身演变的历史，同时也是设计的发展史。
人类与设计的这种互动关系正表明设计与人互相促进、互相依赖的密切联系。
可以说，人类发展史正是人对自身进行设计的历史，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一系列
决策过程。
因此，人类的未来也将体现着人类对未来的一种设计。
　　设计既然是人对可能性的一种选择，那么要做好选择，必须依赖人对多种可能性的优劣衡量。
正如可能性是多种的，备选方案也会是大量的。
　　当然，这绝不是说，设计是人随心所欲的任意选择。
其实，人的选择既要依赖人对客观事物的了解程度，又要依赖人对自己的了解程度，才有可能作出既
有利于客观事物的发展，又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设计。
　　设计是人类物质生产的重要环节。
人类的生产活动之所以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相区别，设计是关键。
人在进行任何生产前，总是把生产的过程及其产品事先进行设计，从而在动手做之前，已经有了做事
的规划，并在做事的多种方案中选择一种方案，付诸实践。
　　设计又是人类文化创造的首要环节。
人类在进行文化创造时，也是把文化创造的过程及其产品事先进行了设计。
设计体现了人的想象力，充分展示出入的创造能力。
通过设计推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并把经济的、科技的、社会的、审美的多种要素综合起来进行规划
，从而促进了新文化的形成。
　　设计更是审美创造的重要环节。
人类无论在艺术创造中，还是在审美创造中，都是力求在创造之前进行构思，设计好产品，然后把自
己的构思表达出来，完美地实现自己的设计。
　　因此，设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原始人的设计反映出原始人的需要与生活方式，现代人的设计则是现代人的文化修养与生存方式的反
映。
设计与时代的文化氛围、人类的审美需要相互辉映。
设计总是创造性地表现在突破传统、打破约定俗成、不断地推陈出新上，并导致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
方式的改变，推动着人的审美与文化的进步。
　　我们在设计自己的人生，人生也在改变着我们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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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设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原始人的设计反映出原始人的需要与生活方式，现代人的设计则是现代人的文化修养与生存方式的反
映。
设计与时代的文化氛围、人类的审美需要相互辉映。
设计总是创造性地表现在突破传统、打破约定俗成、不断地推陈出新上，并导致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
方式的改变，推动着人的审美与文化的进步。

 我们在设计自己的人生，人生也在改变着我们的设计。

 本书为“艺术与人文修养读本”之一，与您共同探讨设计美。

 本书由王志钧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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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中国设计，你说话呀　　让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佛经故事：从前，在天竺国的北边住着一
位木师，这位木师十分手巧，曾经用木头做了一个女子，端庄美丽，无人能比，用衣带好好装饰一番
，简直与世间的女孩子没有差异。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木头女子能够自由行动，能够给客人斟酒倒茶，只是不能说话而已。
当时，在天竺国的南边住着一位画功十分出色的画师。
有一天，南方的画师到北方的木师家做客，木师叫木女来伺候他。
画师只当是真女子，便动了邪念，用手去挽她。
结果，木件的连接处被弄断，木女散了架。
画师觉得自己被木师戏弄了，便决意报复。
第二天一早，当木师走进画师的房间时，发现画师已在门梁上悬梁自尽了。
木师感到自己的玩笑开过了头，赶快用刀子去割断绳子，这才知道自己也被画师骗了，原来那个上吊
的人只是画师的自画像。
　　故事虽然有些离奇，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东方人的观念里，人工之作不过只是
骗人的把戏。
“有机事必有机巧，有机巧必有机心。
”就是说，做这些手艺活只会培养出机巧之心。
中国画很少写真，很少运用准确的比例，不是中国画家不会用，而是他们更追求用全局的眼光，而不
是一点透视的方法看待事物。
因而中国画讲究空白，讲究“以白当黑”。
中国艺术对形式上的追求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中国人对于具体的制作工艺不够重视；另一方
面，中国传统工艺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思想内涵。
　　中国古代的瓷器、青铜器、纺织品、建筑、园林等都个性鲜明，富有内涵，颇具特色，令每一位
中华儿女骄傲。
因而，写起古代设计史，中国部分也是洋洋洒洒，颇为壮观。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设计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
这个时期，设计开始自觉，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参与到社会各行各业中来。
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史应从这里开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这里开始，那么，中国部分显得那样黯然失色，甚至没有多少值得一提之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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