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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美的和谐原则
【董占军

    美在和谐“是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时期就已经提出的美学命题。

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 神人以和“之说。

儒家讲 “和谐为美“比较多 如《论语》说:“礼为用 和为贵。先

王之道 斯为美。‘’(《学而)})董仲舒说:’‘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春

秋繁露·循天之道》)。中国古代以“和“为美的美学思想范畴应该包

括两个方面:“其一，审美对象对审美主体的感官刺激要适度 不能

超出一定的界限;另一个是指审美客体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艺术之美

产生于各种要素所构成的和谐关系之中。’‘①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则

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以求得一种’‘美“的境界。这里也可以把“天

人合一‘’的思想引伸开来 把“人”拓展为生活主体的’‘人’‘及其相

关的实践活动或造物活动 (艺术设计)，而 ‘’天‘’则包括人及其造物

活动所处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儒家根据“天人合一“的观点，

认为艺术之美乃是对天地之和的法象。《乐记》中说:”地气上齐 天

气下降 阴阳相摩 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 奋之以风雨 动之以四

时 媛之以岁月.而百化兴焉。如此 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毕达格拉斯学派也是“和谐为美’‘观点的

主要倡导者 该学派主要由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组成。毕达

格拉斯学派以几何学观点观察世界，认为几何学意义上的数量关系就

是万物的本体 数量关系和谐 因而 ”美就是和谐’‘。毕达格拉斯学

派的学者们用数学和声学的观点去研究音乐节奏的和谐发现声音的

差别(如长短、高低、轻重等)都是由发音体方面的数量差别决定的。

音乐的基本原则在数量的关系 音乐节奏和谐是由高低、长短、轻重

不同的音调 按照一定数量的比例所组成的 后来又把音乐中和谐的

思想和道理推广到建筑、雕刻等其他艺术 探索什么样的比例才产生

美的效果，得出一些经验性的规范 “黄金分割”1。:匕=匕(a+b)]就

是这种规范的具体例子 并广泛应用于设计实践中。

    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古代希腊 “美在和谐‘’的观点阐述的是作

为审美主体— 人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艺术设计是科学和艺术的

结合 其结果是人的审美对象 人与产品之间的审美关系必然有一种

和谐“与否的问题。艺术设计之美的最高理想或境界也是一种“和

谐’‘，但是这种’‘和谐’‘的内涵要超出一般意义的审美主体与客体之

间的关系 而表现为一种’‘人与物 物与环境‘物与文化“之间的和

谐系统。“人‘’是艺术设计行为的主体 艺术设计品的消费主体和艺

术设计美的审美主体;“物’‘是艺术设计的结果;’‘环境”是指人类所

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以及艺术设计产品消费过程所处的生存空间;

  文化“与“物”的关系指的是设计师必须考虑不同文化、宗教、习俗

等对艺术设计的影响。由这些要素构成的整个系统之’‘和谐“是艺术

设计美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理想。这种和谐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

面:

    “人与物”之和谐— 艺术设计的宜人原则。

    艺术设计的目的是创作出具有某种功能的产品，如椅子、住宅、

洗衣机、汽车等具有特定的功能 能够满足消费主体的需要。 “设计

产品时 首先必须考虑的是 产品为了满足什么目的 换句话说.是

要求怎样的机能。机能这个词用于设计时 一般不只停留在物理的层

面 而是作为心理的、社会的机能的综合体而赋予更为复杂而广泛的

意义。“②艺术设计品作为艺术和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其美具体表现为

功能美、结构美和形式美 这种美的最高理想表现为人与产品之间的

一种和谐 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多重需要 既包括物理功能 也包括精

神功能。’‘人与物“的和谐的理想就是实现人对这些美的需要 使产品

适合于”人的尺度“。当然这种尺度既包括与产品结构和功能相关的物

理尺度『与人精神和心理需要相关的心理尺度 也包括一定的文化尺

度。’‘人与物“的和谐问题是人体工程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国际人体工

程学会 (Internat，onalErgonomlcsAssoc.atoonIEA)对人体1程学下

了这样的定义:‘这门学科是研究人在工作环境中的解剖学、生理学、

心理学等方面的因素 研究人— 机器— 环境系统中的交互作用的

各组成部分(效率、健康、舒适、安全)在工作条件下 在家庭中 在

休假的环境里，如何达到最优化的问题。”③“人与物‘’的和谐是艺术

设计美学上的一种境界 这种境界的获得表现在设计的尺度处理上

即人体尺度、心理尺度和文化尺度。“人的尺度’‘是依据人体各部分尺

度确定的设计尺度，是人体测量学处理的问题.并与生理学和人体解

剖学密切相关;“心理尺度“是根据产品对人的心理影响来确定的设计

尺度;“文化尺度“是指民族的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对设计产生影响。

人造物与人的这些尺度合理关系的处理是艺术设计美学研究的核心问

题 “物”为人所用是艺术设计的出发点 ”物’‘合人用是艺术设计追

求的理想。“物’‘的尺寸、结构与人体尺寸的协调是“人与物“之间关

系是否和谐的关键因素之一。“人与物”之间关系是否协调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人的心理因素，人体工程学研究色彩‘形状、空间、光线、声

音、气味、材质和环境对人造成的影响，以及’‘物”之形式因素对人

的特殊作用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环节 会场设计要庄重 学习用

品要简洁大方.职业服装设计要统一大方等与人的心理尺度密切相关。

人的心理因素直接关系到人对物尺度的确定 鲁迅先生在和女作家萧

红的一次谈话中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他说:“人瘦不要穿黑衣裳 人胖

不要穿白衣裳 脚长的女人一定不要穿白鞋子，脚短的则一定要穿白

鞋子‘’这是利用人的色彩视错觉 引起的尺度变化。在艺术设计中经

常运用的视觉、感觉、触觉引起的“尺度’‘或状态的变化，优化一些

设计方案 使产品的形式美更能满足人的心理尺度要求 人的心理尺

度还表现在不同的造型语言产生的不同感受上，在艺术设计中，绿常
综合利用点、线、面、体等不同的造型要素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

单一的点具有凝固视线的作用，可以用于表达产品设计的关键部件或

视觉中心 两个以上的点则会产生节奏和韵律感，以及不同的深度空

间。直线表示静 曲线表示动，并由此支配人的审美情感。在艺术设

计中，垂直线的造型具有庄严、坚强、稳重之感 水平线具有宁静、安

定、平和之感 斜线具有向上，积极、飞跃之感，折线具有冷淡、坎

坷、不安定之感等

    艺术设计对人体尺度、心理尺度、文化尺度的综合考虑是艺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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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人与物’‘和谐的基本要求 这些尺度的综合考虑是 ’‘人与物”和谐、创造理想的艺术设计之美的最高境界，我们可

以把这种综合的尺度称为‘’艺术设计尺度’‘，是通过对人的心理、生理、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获得的。‘’艺术设计尺度‘’

的获得与具体消费者直接关联，大家熟知的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代表性著作《超越性动机论》中.将人的需

要概括为五个层次 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只有满足较低层次需

要的前提下 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 ‘’人与物’‘的和谐层次也与其需求层次密切相关。

    “物与环境”之和谐一自然和文化生态设计原则。

    “环境“是接受设计产品的消费主体(艺术设计美的审美主体一人)进行消费活动(包括审美活动)时所处的空间，包

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一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是艺术设计美追求的另一理想境界一生态设计原则。物与环境之间是密不

可分的 环境制约着艺术设计』艺术设计又服务于特定的自然、文化和社会环境。“生态学“本来是研究生物的生存方式与

其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间相互关系 以及生物彼此间交互关系的一门科学。当代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on日

sleward}最早创立了‘’文化生态学‘’，将人类所进行的文化创造活动及其产物与围绕他们的生物的、非生物的环境条件的相

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艺术设计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一部分也具有其文化生态属性，但不同于简单的‘’文化生态‘r圈。艺

术设计的生态原则是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综合。章利国先生在《现代设计美学》一书中积极倡导建立“设计生态学”.以

完善现代设计体系和促进现代设计的发展，认为“设计生态学应当是一门研究设计主体及其设计行为和设计产品所处的环

境条件的相互关系 以及诸设计的存在和表现方式之间交互关系的学科『尤其侧重于作为设计主体的个人或群体所处的环

境与设计之间的交互作用。“其中的环境有自然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也就是说，设计活动不再是单纯为满足某种需要的造

物行为，而是一种人类局部 ‘’生态圈‘’中的活动。这里我们可以把艺术设计与文化及社会的关系纳入到艺术设计的文化尺

度范畴，而把重点放在艺术设计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上。长期以来，人们抱着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态度 忽视了人与

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20世纪60年代 维克多·巴巴尼克(V。ct。「paPanek)在《为真

实世界的设计》中明确提出设计的目的之一是“设计应该为保护我们居住的地球的有限资源服务。“20世纪70年代席卷西

方社会的石油危机 使人们意识到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和谐’‘问题的重要性 并在哲学层面上由西方古典哲学的“人

是世界的最高主宰‘’转向中国古典哲学的“天人合一”以探索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合理关系。艺术设计的自然生态原则强

调的就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建立的良性和谐的关系。设计师按照生态学的原理和思想.设计出体现环保思想和生态保护需要

的产品 从而使艺术设计与环境协调，人与自然融合。在生产活动中把环境的保护放在首位，改变了原来把经济利益放在

首位的做法。因而提出了许多“日E.·’‘口号(在英文中’‘RE”做单词的前缀是‘’重新”的意思)，如REusE、REcYLCE、REDuCE
(再利用、回收再利用、减少自然材料的运用)等，即在艺术设计生产中必需尽量使用可重复使用‘不造成污染的‘’绿色材

料“(Greenmater旧15)，才能够满足“整体、和谐、循环、再生“的生态学原理。设计界根据这些要求提出环保1如十或绿色

设计(Greendes‘gn、Ecodes}gn、Ecofog，ca{des，gn、Earth厂r，end}丫Des‘gn·⋯)这一概念。设计师在选用材料时应注意
到:产品尽可能使用单一材料或便于分离的复合材料;选用表面不加任何涂镀的原材料，使用无害于环境的涂料;选择报

废后 自然界能够自然分解且无害于环境的材料;充分利用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同时 设计师在考虑整体设计方案时 要

考虑:这样的设计方案会不会造成材料或能源的浪费:设计用的材料是否可以回收利用7产品会不会造成环境污染7产品

有没有过度的包装:设计活动是否影响整个生态平衡:设计是否合乎环境标准。艺术设计的文化生态原则又与艺术设计的

文化尺度有密切关系。

    《周礼·考工记》中说’‘天有时 地有气 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 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 然而不良，则不时

不得地气也。”其中的 ‘材美一、”工巧”指的是人类设计的审美需要 以及制作工艺与消费之间的“和谐”问题 ”天时“、

地气“则为设计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种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 也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等环境。我们结合今天的

艺术设计现状，可以把其中朴素的设计观念理解为一种追求“和谐‘’的理念。“和谐’‘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理想 艺术设计美

的和谐既表现为精神层面的和谐 又表现为一种实用功能的和谐:微观上表现为“人与物’‘的和谐，宏观上表现为“物与

环境“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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