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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设计教育蓬勃发展，传统的工艺美术史教材已无法满足教学需要。
这本《中国艺术设计简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编写出版。
    本书注意将设计与工艺美术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别，传统工艺美术史按照器物材料类别进行讲解，设
计史则是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对材料进行梳理，按照”实用器具设计”“平面设计”“服装设计”“
建筑设计”的分类对各类生活用品进行整理。
本书内容全面、简明易读、极为适于美术学、设计专业学生的基础理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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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原始社会艺术设计人类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随着
生产工具的出现，设计逐渐萌芽和发展。
原始社会普遍使用石制工具，从石质工具加工制作的不同方式出发，可将其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
时代。
中国旧石器时代从二三百万年前开始到一万年前为止，当时人类所使用的工具多为打制石器。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的云南元谋人遗址中发掘出土有少量的打制石器。
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五十万年的北京周口店北京人，所使用的打制石器类型进一步丰富，除以刮削
器为主外，还有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和石锤，且小型石器的制作相对细致。
这些都说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已经能够对石器进行简单的加工和利用。
至今约一万年前，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原始先民逐步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较为普遍地采用了磨制技术制作工具，即先将石块打制成粗坯，再加以磨制，使器型更规
整，刃口更锋利。
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石锛、石镰等工具，多数还带有钻孔，用以穿绳将石器捆缚于
木棒上，劳作时更加省力和方便。
此外，考古专家还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等用以加工食物的不同功能类型的石器。
工具的改进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原始人类懵懂的设计意识也正是在石制工具的改进中，通过其
加工手法以及样式变换得以体现。
石制工具由打制到磨制，由不规则到规则，并且出现钻孔排列整齐均匀的七孔石刀、具有对称形式感
的石斧等磨制相对精细的石器，这些都标志着原始先民已具备了基本的造型观念，并有意识地将生产
工具制作成预先设计好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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