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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居住的生活环境里，尽是人工l；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提供服务的艺术活动，并{l增益、更新、发展的创造性活动。

制造的东西，如正在使用的书、书桌，电{

脑、身后的椅子、地毯和门、头上的屋顶，|

窗外的马路、车辆和建筑物等。这些就是i

由我们亲身体验到的由人类“设计”出来i

的物质世界。

东方人使用筷子有5000年之久。筷子相；

当干手指的延伸不断改进才形成今天的形状；

——夹食物的那端是圆柱形，另一端则是菱!

形。器具的演化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i

程。这就上升到了设计的高度。因为设计的i

目的就是为2了满足人的需要。

设计，英文为design，《牛津大词典》中将i

design的意义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心l

理计划”，是指在我们的精神中形成胚胎，并{

准备实现的计划乃至设计。二是意味着。在{

艺术中的计划”，特别指绘画制作准备中的}

草图类。如果限于名词角度，它最广泛最基}

本的意义是计划乃至设计，llp,L,怀一定的目}

的，并以其实现为目标而建立的方案，这种i

概念界定，几乎涵盖了人类有史以来一切文i

明创造活动。其中它所蕴涵着的构思和创造l

性行为过程，也成为现代设计概念的内涵和l

灵魂。如果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design中l

所包含的“艺术的计划”，意味着在一般的计l

划和设计中，对构成艺术作品的各种构成要：

素，在各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的结构关系：

上，组织成一个作品的创意过程。早在两百i

年前的《大英百科全书》中，“设计”就用于l

绘画与实用美术的区别，19世纪，。设计”的j

概念与“图案”相提并论，带有很强的装饰；

意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包豪斯学；

院(Bauhaus)把“设计”一词运用于某些课i

程的名目，例如“印刷设计”、。家具设计”l

等，使其拥有超越单纯的艺术性创意构思和i

创造性实践行为的丰富内容，那就是设计的{

主体在实现过程中所应当充分考虑的实用性j

和经济价值。设计以包含艺术、科学和经济}

三重意义的崭新概念的构成形式，完成从构|

思到行为到实现其价值的创造性过程。

对于现代设计来说，它是工业化文明的}

i且以批量销售的市场为前提的。当设计成为l

；一种职业时，设计师的作用开始重要起来，l

i并逐渐意识到从个人主观的艺术感受出发的i

；设计并不能满足大众的需要，为了适应各类l

；消费者的需要，设计师个体的狂热个性逐渐l

；被克制住了。对产品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l

；正是设计师的权利和责任，同时也是设计师{

}存在的原因。设计品可以说是设计者独断决i

；定的结果，不同抉择造成不同的产品。因此}

i设计不可能是所谓。为满足使用者种种需；

i求，所做出最合理的决定”。毕竟种种需求之i

i间经常是彼此冲突的，所以设计成为一种职i

l业，设计者有了存在的空间。

当器具在演化的时候，器具的历史在被l

}书写着，而器具的演化也是设计史的一部；

i分。19世纪末在欧洲开始了工艺美术运动、l

i新艺术运动，它们力图阻止工业化的出现。}

20世纪初德国包豪斯提出。少即是多”(1ess

lis more)的现代设计形式，为了解决问题、满l

；足大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形式的结果，目的则l

}是创造廉价的、可以批量生产的产品。二战；

!后，德国建立了乌尔姆设计学院，重申“艺{

{术与科学结合”的主张。这所学院最大的贡{

；献是系统设计和设计院校同企业挂钩。美国i

；的设计体系与欧洲设计体系是泾渭分明的。l

；欧洲的设计先由理念切入，然后有明确的设{

l计目标。美国则是做完设计之后才加以总；

；结，与欧洲弥漫着社会民主气息的设计完全{

}不同。日本的设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起；

；步，通过对国外有益的知识进行广泛学习，；

i最终为己所用。空间狭小使得日本民族喜爱；

j小型化、标准化、多功能化的产品，这恰恰i

；符合国际市场的需求，导致出现日本的电器{

i产品引导世界潮流，横扫世界市场的态势。j

通过设计史的回顾，我们发现了设计史；

；存在的意义：

1．设计史在客观地陈述人造物的发展，；

；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在设计领域，扮演l

j了通史的角色。)

2．设计史揭示了设计本身发展的规律l

3．设计史的教育意义。当然就器具而

；言，设计史的存在，更好地描述了器具的演

}变。这种记录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是因为器

；具本身需要革新导致的。

设计者也不见得是第一个发现问题和目

i标的人，不过他们却是最先想出解决方法的

1人。同时，我fl"llil倾向于接受我们生活的世

}界不尽完美，对小小的不便能随遇而安。我

；们甚至会修正自己的行为适应器物，直到发

}现另一个引起惊叹且可以使用的替代品为

i止。这个过程是设计师不断发挥设计作用的

i过程，而过程的记录形成了设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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