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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艺术的境界与哲理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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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设计艺术的发展历程、服务对象、思想内涵分析为基础�设计艺术可划分为小我、大我、情感、和谐四层境界。论文
分别对其特点、内涵、相互关系等进行分析思考�并深入探讨了当代设计艺术所应具有的思想高度及以和谐为中心的价值
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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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学者有关境界之论颇多�或谈诗词书画�或论养性修身�或言人生哲理。“境”或“境界”原意指地
理上的疆域�最早见于西汉�如刘向《新序·杂事》“守封疆�谨境界”。自唐朝始�“境界”被引申用来表示格
调、层次、造诣等内涵�并逐步成为中国文化中概括抽象艺术形式的典型概念�普遍见于文学、书画、建筑等
诸多门类的艺术评论。如唐代王昌龄在评论诗歌时提出“诗有三境”�成为后世诗歌审美的重要标尺。

李砚祖先生这样阐述“境界”的内涵：“它是中国艺术陈述话语中表示艺术所能达到的一种高度�也是
中国艺术不同于西方艺术的一种哲学性、审美性的本质要素�是高悬在艺术家心中的明镜和明灯�是中国
艺术精神和文化本性的高度凝炼、聚集和本质化。” ［1］

“境界”是一种在深入认识基础上所提炼出的高度�一种高屋建瓴的视角和对事物本质的思索。境界
可比之登山�“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在认识上达到更高层次的境界可以使人豁然开朗�展
开一片新天地。在艺术的探索上达到较高的境界需要以长期的积累和磨砺为基础�正如必须经过曲折的
阶梯才能到达风光无限的顶峰。而对境界的思辨则是悬起一盏“明灯”�可以使得在攀登的过程中明确方
向。
1　设计的境界

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提出人与世界关系的五层境界：（1）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
要�而有功利境界；（2）因人群共存互爱的关系�而有伦理境界；（3）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
（4）因穷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界；（5）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2］。作为实用型艺
术�设计是人与世界哲学关系的具体体现�宗白华先生的境界论对思考设计艺术的发展方向与层次具有重
要的参考意义。

根据马克思哲学的定位�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和生产形态�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思想中反映的
产物。设计艺术境界上的提升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设计艺术的发展阶段、服务对象、思想
内涵来分析�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递进的层次�即设计艺术的四层境界－－－小我之境、大我之境、情感之境、
和谐之境。

第27卷第6期
2010年12月

华　东　交　通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Vol．27　No．6
Dec．�2010



1．1　设计的“小我之境”
从设计的发展历程而言�其较早经历的阶段是对奢华装饰的推崇�这种设计服务于社会上层权贵�彰

显其地位�迎合其审美取向。如王受之所说：“以往几千年的设计发展�总有一个领导性的风格�如古典风
格、罗马风格、中世纪风格、文艺复兴风格、巴洛克风格、帝制风格等等。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原因是设计
的主要支持人�设计的服务对象都是十分单一的。［3］”虽然设计的风格不断变换�但由于社会意识形态所
限�较为狭隘的形式主义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教会、富商、皇室阶层的喜好是设计的决定因素。此种设
计�可谓“小我之境”的设计。

从设计的表达而言�设计师不同于纯粹的艺术家�现代设计的形式美必须有工艺、技术的承载�并且以
市场为最终标尺。设计是一种实用化或者说是大众化的艺术�而不是自我表现的艺术［4］。西方学者称设
计为“羁绊艺术”�如果说创意是可以在天空自由翱翔的风筝�在设计艺术中�这只风筝绝不能挣脱技术、市
场等汇成的牵引丝线。脱离了对生产工艺的理解�对市场趋向的调研�立足于“小我之欲”的表达�凭空“创
造”出的产品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具有生命力。
1．2　设计的“大我之境”

工业和技术的进步使设计渗透进每个普通家庭的住房、家居及出行�而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设计在
技术层面的表现为标准化、规格化、批量化。穆特修斯说：“只有凭借标准化�造型艺术家才能够把握文明
时代最重要的因素”。设计师在观念上也有了新的层次�受进步的社会思想影响�平等、秩序、服务于大众
成为设计的目的。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用工业制造工艺代替手工技艺的新时代�这也是现代建筑区别于
传统建筑的显著特征之一［5］。格罗佩斯提出“我的建筑要给德国工人阶级家庭带来每天起码6小时的日
照”�拉斯姆说“我认为设计的任务首先是清除社会的混乱”�都是具有鲜明民主倾向的现代主义宣言［6］。

福特T 型车是设计走向大众化的典型。当汽车还是少数富人奢侈品的时代�福特提出要“制造一辆为
大众服务的汽车”。通过优化的标准化流水装配线、零部件的规格化改造等手段�T 型车的生产成本降到
了只有同时期汽车的十分之一。设计上的民主倾向使T 型车真正走进了普通家庭�也使美国成为“车轮上
的国度”。

包豪斯所强调的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同样是工业化背景下设计大众化趋向的鲜明体现。通过功能化
的形式、直线为主的造型�包豪斯开创了成本低廉、适合批量生产的现代主义风格�并迅速风靡世界�产生
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技术的革新�观念的改变�设计从“小我”走向“大我”。
1．3　设计的“情感之境”

著名心理学家马洛斯以金字塔的形式描述人的五层需求：生存；安全；爱；尊重；自我实现。当设计处
于强调批量化、功能化、大众化的阶段�设计师所关注的是产品对于基本使用功能的满足。即使包豪斯提
出“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此时�针对人的设计也往往停留在生存和安全的需求层面。

但“人”自古就是非常注重情感体验的群体。在中国的传统器物中�最昂贵的一种是玉器。“黄金有价
玉无价”�玉的价值常常难以用金钱衡量。究其原因�中国人认为�玉是有生命的�是可以和人进行交流的。
黄金是财富的象征�而玉则是情感的载体�它的价值远在金银之上。

在经济和技术高速发展�人类创造出巨额物质财富的时代�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和摩天大楼、网络、个人
信息终端等所带来的反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和情感对话的缺失�通过设计带来丰富的情感体验成为重要
趋势。设计由较单纯的对使用功能的关注转变为关注人更高层次的需求－－－爱、尊重和自我实现。情感
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设计在形式上打破了程式化的模式�走向多元化和符号化。

法国设计师菲利普．斯塔克所设计的拖鞋“swan”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产品作为情感载体所展现出的形
式之美。设计师用一只符号化的天鹅作为拖鞋造型的载体�柔和、轻盈的形式给予使用者舒适的情感体
验�使产品的使用功能有了新层次的升华。

设计以人为目的�为人服务就必须研究设计与消费者心理的联系［7］。“情感之境”的设计是真正以人

101第6期 张　文：设计艺术的境界与哲理浅议



为中心的设计方式�需要设计师“洞悉人性、洞察人心”�不但从生理层面�更在心理层面满足社会需求�完
成自己的使命。
1．4　设计的“和谐之境”

“和”是东方文化的精髓�代表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哲
学思考。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和”是所展现的核心主题。

孔子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四字可以作为对于和谐境界的最好诠释。就设
计而言�和谐并不意味着消除个性�而是在顺应自然、传承人文、包容融合、返本归真大境界下的多元化表
现。符号语义、材料工艺、使用方式以至非物质理念等均是可用的传达方式。

很多大师的设计作品常常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灵动的生命力。建筑或产品不再是满足人类利益的附
庸�而成为了一个个具有生命的精灵�似乎具备冥合自然的神秘力量。这些设计在后工业化的时代之所以
被人仰视、推崇�正是人们在重新认识自然的伟大力量之后的惶恐�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再思索。正如
我们在菲利普．斯塔克的“WW椅”中所看到的�作品的形态如一株铝制的植物�带着一种神秘的魅力安安
静静的生长。座椅的使用功能在这里似乎已退居其次�更多的是设计师在用自己的方式向自然致敬。

莱特设计的流水别墅（falling water）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在人们把方正、封闭�以钢筋
混凝土和玻璃幕墙为核心元素的建筑形式遍布城市街道时�莱特用他的有机设计理念向世界展现了人和
自然契合的完美方式。别墅建造于匹兹堡郊区熊溪河畔的峭壁之上�背靠陡崖�人工搭建的悬挑平台和流
水山石树木浑然一体�莱特自己把它描述为“山溪旁的一个峭壁的延伸”。在室内处理上�通过开敞错落的
空间和天然山石的装饰使其充满天然野趣。流水别墅一扫现代主义建筑的冷漠之风�顺自然之势而为人
性之居�充分体现了设计上返本归真的和谐境界。

中国传统制器强调“器”为“道”之所在�先秦典籍《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是一种相对于有形的“器”的无形的、抽象的、本质的精神观念。道指导器的形成、发展�而器又反过来
用于载道［8］。古人所强调的“道”正是一种合乎规律�顺应自然的和谐诉求。

因对象单一、创造无广泛的社会和市场基础而有设计的“小我之境”；因民主理念、标准化和批量化而
有设计的“大我之境”；因洞察人性、承载爱恶谐趣而有设计的“情感之境”；因天人冥合、返本归真而有设计
的“和谐之境”。
2　设计境界之思考与启示

不同的解读角度与理解方式造就不同的设计境界观�但从本质上探究�设计之历程遵循事物发展的一
般哲学规律－－－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设计在境界上有层次之分而无对错之别�设计在对自身的思辨
中传承、裂变�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升华�层次之间既有跨越递进又含交互共生�绝非割裂孤立。

小我之境风雅自赏�为满足个人之私欲；大我之境求物以致用�从功能层次探寻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情
感之境追寻人性之真谛�借造物折射人之深层需求；和谐之境思索设计归宿�以智慧传达可持续之生命哲
学。对一件成熟的设计作品来说�更多是兼具各层次之元素而重其一�不可能舍弃基础而徒求更高境界。
例如�和谐境界的追求离不开功能、情感的铺垫�而“小我”的个性表达亦是设计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设计之四层境界虽取论自设计理念�但抽象其深意�兼及其它�也可以为设计师的成长历程、人格境界
乃至设计之价值取向提供启示。初窥设计门径时�设计者往往注重创意和自我个性的表达�如对于高校设
计专业学生来说�在基础设计阶段往往不会设置任何限制�新奇、富有创意和个性的方案会受到鼓励。但
设计师的成长必须要突破小我的局限�不能仅沉浸于想象的自由发挥�而需要让创意取自于广泛的市场和
社会需求�符合生产规范和成本要求�并最终为大众所用�接受社会的检验。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在作品满
足基本的功能需求之外�还需要使自己的作品承载更多的内涵�以人为本是当前处于主流地位的设计价值
取向�对心理、情感的关注是其核心。这需要设计师有一颗大爱之心�不局限于功利�把“人”作为设计的目
的而非获取利益的手段。人生之于自然复归之于自然�人类已经逐步意识到不能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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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作为造物者、创物者�更应该把自己置之于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用自己的作品传达对人与自然关
系之思索�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对新一代设计师来说�和谐之境理应是所追求的大境界。
3　结语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对设计评价标准的转变�对设计本质和存在价值的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设
计境界观是从哲学视角上对设计内涵的一种阐释�通过对设计境界观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以设计的发展
历程及内在要求为基础剖析设计的发展方向�也能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在这个时代中设计师所能承载
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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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m and Philosophy of Designing Art
Zhang Wen

（School of Arts�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330013�China）

Abstract：Based on analysis of developing process�service target a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designing art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realms：ego�public�emotion and harmony．The article analyzes its characteristics�connotation and
correlation�and explores harmony-centered value orientation which contemporary designing art should have．
Key words：realm；designing art；emotion；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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