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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与工艺美术的源脉及其发展研究

肖 红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是由历史悠久的工艺美术蕴育的，在20世纪引进借鉴西方现代艺术

设计思想，经历了繁杂混沌的过程及从工艺美术到设计概念的转化后，于20世纪末形成的新的学科。

它与工艺美术既有着精密的源脉关联，又在新的发展中产生了本质的区别。面向21世纪，中国的艺术

设计将面，】0着现代文明的多样化、人性的多元化、“绿色设计”、高新技术应用、继承与发展等诸多方面的

挑战，而这些正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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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是设有“艺术

设计”这个概念和名词的。但此前我们的先民们已

经在工艺美术的沃土上有着数千年的耕耘和收扶

了，虽然它曾经被人们认为仅是“艺术设计”的“萌

芽”和“雏形”，但它毕竟给我们当代的艺术设汁发脚

以坚实的基础。

中国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在深厚的民族文化

传统的土壤上培养出了由庄重宽容、乐观豪放、勤劳

质朴、勇敢坚韧、典雅大方等美德所形成的中华民族

气质。这种伟大的精神气质，具有自我保存、自我完

善、自我发展的能力。因而，中国的：[艺美术辉煌数

千载，有若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众多的地域特色，成为

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珍贵遗产的一部分。

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这也

正是工艺美术的起源。马克思说：“诚然，动物也进

行生产。它也为自己构筑巢穴或居所，如蜜蜂、海

狸、蚂蚁等所做的那样。但动物只是生产自己或它

的幼子所直接需耍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

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

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

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

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

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内容相联系，而人则自由

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

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

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

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

规律来塑造物体。”⋯(⋯’马克思所指的“美的规

律”，我们理解，不仅是狭义美学上的概念，而足泛指

人的理想。人们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创造自然界所没

有的东西，使其既有具体的使用目的，又有审荧的社

会功能。当原始人类第一次拿起石头打击野兽、保

护自己时，人们便开始造物；从北京第一个“山顶洞

人”戴项链起，人们便懂得了美。工艺美术从它产生

之始，就逐渐使其具有了实用与审美的统一性，电逐

渐随着人类生活的需求、生产经济的积累、生产力的

提高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8000多年前生恬在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从生

产实践中发现火的新功能——烧制陶质的生活用

品，并使之成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些

陶器不但在餐饮和贮藏方面极具实用性，而且上面

所绘制的从写实向抽象过渡的纹饰也有着令今人所

赞叹的装饰效果，极具审美价值。距今五六千年，随

着原始科技的发展，制陶术从手制改为轮制，这种制

陶轮车是先民应用原始轮轴机械原理创造出来的。

在烧陶赛践过程中，先民们逐步发现和掌握运用氧

化焰、还原焰、渗炭法等科技知识，提高陶器的硬度。

在生活用器上应用科学的重心原理，设计出一种小

口弧腹尖底、腰部有穿绳耳的汲水陶瓶，空瓶下水，

重心在瓶的中上部，很自然地倒置水中，注满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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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又移至瓶的中F部，恢复了平衡，瓶子就直立起

来。4000年前的新石器晚期，烧陶技术更加成熟，

为冶铜铸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此工艺美术跨人

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青铜器时代。

历史证明，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气各个历史时

期的对外开放有着直接的关系。汉唐盛世，政治统

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威煊赫，影响达到中、西

亚各国及邻国。它在纵向发展过程中敢于吸引横向

的外来文化，将其作为一种新养料，充实到自己的传

统文化中去。中国也将自己最优秀的文化科技输送

于东西方各国，元代又将当时代表我国科技史上最

高成就的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传人

西方。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足以自豪的两大瑰宝

——丝绸和瓷器，在对外贸易中开刨了举世闻名的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的“瓷器之路”，作为大宗出

口商品而雄踞世界市场，成为中外贸易史上的传世

佳话。

当然，古代工艺美术与科技结旨所创造的众多

成就，与今日现代科技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从古代

的条件讲，处在社会底层的工匠，缺乏科学理论指

导，仅靠长年生产实践积累起来的感性认识，要有所

发明和创造确实困难重重，所以古代工艺美术改革

创造的进展非常缓慢。历史上依靠科技来发展工艺

美术这一优良传统，自明清以来逐渐出现断裂。究

其原因，是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还是沿着明清“宫廷

工艺”这条路子走，井视之为传统工艺继承的正宗。

一代代能工15匠，只是习惯于按经验办事，有的甚萑

满足于代代相传、陈陈相因。近代机{}{}的使用，虽然

在生产手段上有所改变，但并没有彻底改变手工业

时代所形成的观念。如果说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理

论，那么它往往是带有一定局限性的心得体会，不易

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很难发展为科学的理论，因为经

验的描述并不完全意味着对客观规律的把握。

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完成后，西方就开始发展

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展开适合工业化生产的现代艺

术设计。从20世纪初期的“德意志工业联盟”对于

标准化、大批量生产方式的探讨，到20年代“包豪斯

漫计学校”对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确立，经过了50

年代功能主义和国际主义风格的流行，再到60年代

的波音设计及80年代的后现代i殳计，艺术设计已发

展成了一门交叉性学科。

20世纪20年代，我国工艺美术的前辈们引进

和介绍了西方的艺术设计，但还没有“艺术设计”这

一术语。长期以来我阁对艺术设计的研究还主要集

中在工艺美术领域。有的研究者指出，尽管有人侣

导西方现代艺术设计，“但是本世纪(指20世纪)前

期中国的艺术设计，却仍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19

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欧洲的‘美术工艺运动’、‘新

艺术运动的艺术设计思想和手段为主’，‘图案’、‘装

饰’、‘美术工艺’或‘工艺美术’成为20世纪前期中

国艺术设计的主要形式”。【2J(”8’如果把这里的“图

案”仅仅理解为平面装饰图案，把“美术工艺”仅仅理

解为传统的手工艺，这段话真是一语中的。这种状

况的形成，除了经济、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方面的原

因外，也有认识方面的原因。有些术语在翻译、界

定、分析等方面的欠缺妨碍r对艺术设计的本质、对

象、特征和作用的深入理解。我国本世纪初根据日

译把des和泽为“图案”。可是，日本后来觉得选种

译法欠妥，改用片假名，把des咖音译为“迪扎固”。

而我国长期以来在译名上没有变更，只是“图案”和

“工艺美术”作为des咖的对应物同时流行的局面逐

步变成由“工艺美术”占据主导地位。由于译名平¨原

术语名的含义不符，造成了理解上的思维定式，在某

种程度上束缚了我国艺术设计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艺术院校的工艺美术专业

主要培养工艺品或轻纺制品方面的设汁人才，具体

专业方向有陶瓷、染织、漆艺、装潢等等。工科院校

培养技术设计和机制工艺等方面的人才。随着时代

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的需要，湖南大学等工科院校于

80年代在我国较早地创办丁工业设计专业。1987

年，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成立。90年代，艺术院校的

工艺美术专业在教学思想向“艺术设计”靠拢的过程

中，纷纷更名为艺术设计专业。1998年教育部颁发

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把这门学科定名为“艺术

设计学”。这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我们才真正

建立起与“工艺美术”有所区别的科学的“艺术设计”

概念。

艺术设计(des卸)是措在现代工业批量生产的

条件下，把产品的功能、使用时的舒适和外观美有机

地、和谐地结合起来的设计。艺术设计的应用领域

很广，除产品设计外，还适用于环境设计。艺术设计

在解决物～物关系的同时还侧重解决物与人的关

系，涉及产品造型、色彩调配、面饰效果等属于艺术

设计的范围。还要考虑到产品对人的心理、目：理的

作用，从而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另外，艺术

设计不同于上艺美术或实用美术设计，它所i殳计的

产品，首先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要，以实用功能为最

终目的。它对产品的外形、图案、装饰、色彩的关注．

必须以产品特定的功能和内容结构为基础。它的对

象主要不是手工艺品，而是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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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是艺术、科学和技术的交融结台，集成性和

跨学科性是它的本质特征。

追溯历史，从西方到中国，“设计”的演变反映出

其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认知度及属性。美——工艺

美术——商业美术——美术设计——工业设计——

艺术设计，从工艺美术到设计概念的转化在20世纪

经历了繁杂并混沌的过程。艺术设计在西方发展了

近200年，而在中国j=l有20年的时问。

面向21世纪，对于我国起步不久的艺术设计教

育和艺术设计领域来说，了解西方发展了近200年

的艺术设计历史显得尤为重要。一些院校的教学大

纲里有关艺术设计史和设计理论的课程几乎是空

白，因此，应加强对它们的学习与研究，这样有助于

我们认识现代艺术设计的观念。现代艺术设计是建

立在民主思想基础之上，通过标准化、大批量的机器

生产方式而实现的。在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过

程中，民主思想和为大众服务的观念一直贯串始终。

而为大众服务的民主思想，是工业化发展的关键。

对于我国艺术设计发展较晚的现状．只有从认

识上站在比较高的起点上，才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

的水平。西方现代艺术设计发展的经验和教育具有

可资借鉴的实际意义，了解和学习他们的长处，是在

短时间内缩短与发达国家距离的一条捷径。了解西

方现代艺术设计理念、风格潮流，有助于我们发展自

己的设计风格，有助于我们透过设计形式的袭面来

理解设计更深层的含义，也可以使设计师在设计时

不再仅仅注意设’汁的外在形式或美感，而赋予设计

更多的意义。系统地丁解西方现代设计的发展历

史，才可以使我们的设计能够更深地融人国际设计

的潮流中，成为国际多元化文化的一部分。

面向2l_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将极大地促

进艺术设计的进步，也将引发艺术设计的竞争。艺

术设计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文明社会对高品质

生活质量的需要。作为科技与艺术的结合体，艺术

设计将更能体现现代文化多样化和人性的多元化。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及经济的多元化和市场的

发腴，人们消费的观念正从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转

化，艺术设计将更强调以人为本的个性化和人性化。

“以人为本”的设计观念使设计师开始把更多的目光

丛产品转移到产品的使用者——人，设计出更符合

人性化的产品是设计师的目标之一。在竞争激烈的

社会里，艺术设计将承载起对人类精神和心灵慰藉

的重任。关注人，关注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

关爱弱者，引导消费，主导产品发展的为向，用设计

的语言去表达人文思想，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处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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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人文精神。艺术设计将改变以往设计者借助技术

和发挥想像力的设计过程为设计师与使用者不断对

话、表达使用者愿望的过程。因为人们希望设计师

能够根据自己的方式来定制产品，产品的外观和质

地上要多为消费者的品味留有余地。在产品的价

格、质量和功能都类似的情况下，设计成了惟一影响

消费者选择的因素，个性化的设计越来越受到消费

者的喜爱。

在2l世纪，“绿色设计”将是艺术设计的主题。

绿色设计基于人们对工业化发展中对能源浪费、环

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认识，体现了设计师的道德和社

会责任的回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工业设计在为

人类创造了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加

速了资料、能源的消耗，并对地球的生态平衡造成了

极大的破坏。以保护环境为目标的工业化生产被称

为产业绿色化行动，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

实施了很多年，成为信息时代优良设计的重要标准。

绿色设计的目的是系统有序地探索人类产业发展与

社会文明的关系，有效地避免高科技工业化社会与

生态环境的冲突。绿色设计在地球资源日益贫乏、

环境日趋恶化的形势下，将成为设计师在未来所必

须考虑的问题。

2 J世纪是科技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电是设计

师尽情发挥创造性的黄金时代。在传统的工作流程

中，电脑替代了部分手工行为；在设计艺术方面，电

脑则是替代了传统的表达方式，使许多传统操作难

以达到的工作成为可能。以集通信网络、计算机、数

据库为一体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网络的出现，可以

随时随地将文本、声音、图像传递给设有终端设备的

任何地方和人个。特别是在追求产品的设汁完美方

面，合理化的“虚拟现实”手段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虚

拟设计、通过“l!!=|维空间电脑图像”，设计者可以借助

电脑和其他技术，逼真地模拟人在自然环境中的各

种活动，把握人对产品的真实需要；实现与所设计对

象的操作与交流，以不断改进设计；强调三维图形的

立体显示，使设计对象与人、环境更具现实感和客观

性。因而，高新技术的运用，使艺术设计如虎添翼，

它不但可以激发设计师的设计灵感，提高效率和精

确度，更重要的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更加充

丹地满足客户和社会的需要。

艺术设计的全球化是一种趋势，但设计的民族

风格和人文特色在多元化发展巾却随之增强。在信

息时代的2l世纪，艺术设计的科技音量增加了，但

由于对人文的强调，设计成为了人文学科中的组成

部分。随着国际化的迅猛发展和冲出，世界各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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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而任何一十民族

的传统文化都是经过悠久的历史发腱所形成的精神

财富。中国是文明古国，有许多独有的东西，如孔盂

哲学、诗书礼易经等，都蕴涵着深厚的文明。再说传

统纹样，这些从中国历代彩陶、漆器、青铜器、陶瓷、

染织、家具精品中提炼出来的美妙象征符号，是被西

方借鉴与研究的热门艺术，在本国却有被冷落的情

形。如何使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更具民族性和本土

文化的特性。这是中国设计走向世界的根本，也是其

立足世界的根本。几千年来中国在工艺美术上的探

索和成就，就是我们现代艺术设计的养料。我们在

2l世纪设计中，应使民族传统和现代意识相结合，

注重体现我们民族的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坚持继

承创新，刨造出新世纪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2l世纪，是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时代，中国的艺

术设计任重道远。我们相信，中国的艺术设计事业

将会更加朝气蓬勃，生机盎然，它将融汇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明打造出新的设计文化来。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艺术与技术相结台的艺

术设计，同样是一种生产力，它在新的世纪里，将会

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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