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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设计作为集科学性、技术性、艺术性于一体的创造性活动。
它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表征和行为过程。
设计批评作为衍生于设计的人类思维领域的人文活动，在国际上已成为对设计产品的思想内容、功能
和形式进行理性评价、判断和分析的科学活动。
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公众舆论对工业产品进行矫正的监督机制。
在我国，电视、网络、报刊都开设了大量的评论栏目，促进了设计批评事业的发展。
甚至“旅游卫视”都开设《创意空间》栏目，对建筑、城市规划等大众生活空间给予推介与评价。
更有如《新视线》、《名牌》等综合性精英杂志，发表了大量有审美视野、学术视野的评论文章与图
片，给大众生活以精神陶冶和生活引导。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设计批评从理论构建、批评意识到批评实践，仍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甚至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术结构中，“设计艺术”都没有真正被纳入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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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超德，男，1961年6月出生，江苏江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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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家协会委员，服装艺委会副主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美术与设计专业硕士指导分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高校美术类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高校纺织服装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服装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流行色协会色彩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亚洲时尚联合会中国委员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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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染织服装系客座教授。
东华大学设计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苏州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委员。
出版专著《设计美学》、《体验视觉》、《迁想妙得》。
担任大型学术著作《中国衣经》、《文明的轮回》编委并参与撰写工作，公开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
文50余篇，撰写艺术与设计评论70余篇。

　　张蓓蓓，女，1982年1月出生，江苏如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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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进入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
参编、主编了《设计概论》和《服装结构设计》等“十一五”规划教材，公开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
文20余篇，撰写服饰评论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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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其服饰各有区别，所有这些严格的规定，都构成了服装评价的标准，不得僭越与混用
。
西周取代商以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以血缘家族观念为基础的宗法制度，规定了君、臣、民有上下尊
卑之分，长幼亲疏之别，诸侯之间又有职位大小、高低之差，这就形成一种天子、诸侯、卿、大夫、
士阶梯式的等级制度。
衣冕的形式、质地、色彩、纹样、佩饰等都有严格的明文规定。
从此。
中国的服装就被纳入维护社会制度的礼法规则中，为保证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服务，披上了浓厚的中
国文化色彩，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
自从中国出现冠服制度以后，服装一直就是统治阶级“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
因此，代表着政治权力的人通过纺织品的纹样、服装的色彩以及不同等级穿戴就能表明他们的地位和
身份。
在先秦时期的有关典籍与文章中。
许多关于服饰穿戴的理论，可以说是服装审美理论的最早记载。
也是服饰穿戴审美评价的依据。
姜子牙在《太公六韬》中说：“夏桀殷纣之时，妇人锦绣文绮之坐食，衣以绫纨常三百人。
”说明当时的服饰刺绣规模已经很大。
《书经》中“虞书·益稷篇”假托虞帝的话说：“予欲观古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之会，宗彝藻火
粉米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
”说明当时以自然界、动物的素材绘在衣上，以其纹饰达到某种审美效果和宗法礼仪意图。
商周时期，北方许多地方成为纺织服装丝绸生产的中心，虽说文章典籍中有关服饰的描绘只是片言只
语，但它是奴隶主贵族对服饰审美的评判依据。
“衣作绣，锦为缘”，乃至《礼记·玉藻》中所说：“古之君子必佩玉。
右徵角，左宫羽。
趋以‘采齐’，行以‘肆夏’。
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
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人也。
”《礼记·玉藻》中又说：“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这种穿着的礼仪内容庞杂、仪节繁琐，“礼”虽然等级森严，但由于有着“血缘亲情”的温柔面纱
，综合起来，玉佩叮咚，服饰仪容峨冠博带就带有一定的与艺术相类似的潜移默化、影响人们心理情
感的审美属性。
因此，充满着艺术评价和审美的诱因.引发出美感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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