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工业设计——科学与艺术的统一 

文/瓮子杰 

 一九一九年，德国建筑师格罗佩斯创建了“包豪斯设计学院”，首次提出了“艺术与技术”
相统一的设计理念。提倡设计思想与设计实践相结合的进步，使传统工业设计产生质的飞跃，工业
设计一直被认为是“艺术与技术、文化与生产、经验表现与实际探索等方面的平衡发展”。现在看
来,，持这种观点未必是全面的设计观。如今的信息化社会中，工业设计已不单单是产品设计，而
是涉及到生态、能源、文化、生活方式等综合因素的系统设计。设计师的职责也不再是将经济因素
与制造因素调节到最佳状态，而是要通过有创建的工作，将最新的科技成果与最新的设计观念紧密
的融合起来。运用设计师的知识与智慧，使产品设计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并蕴涵健康、安全、舒
适、环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诸多因素。目前“人类正经历着一场绿色革命，设计被重新设计
着……” 

 一、智能化――现代工业设计的翅膀 
 (一)电脑辅助设计与现代工业设计 
 上世纪末电脑科技的迅猛发展，冲击着人类的文化与生活；数字化的时代，世界在逐步缩

小，人们的生活范围在逐步扩大。数字信息化的同时，工业设计领域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新的科技
浪潮的影响，并在这新一轮的浪潮里得到实惠，无论是设计手段还是设计质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
化。今天，电脑已成为工程师，工业设计师必备的，强而有力的辅助设计工具。电脑所具备的强大
功效，使设计师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他们不仅可以通过网络查阅、下载资料、交流信
息，还可以快速方便地在电脑上设计和修改自己的作品。以往面对大堆的图片资料、数据、和一大
堆绘图工具，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绘制三视图、效果图。如今，电脑辅助设计，不仅使设计师完美表
达内心想象世界成为可能。而且，可以通过不断地更换手法，瞬间可使一种设计意图出现各种表现
形式。 

 (二)艺术、科技与现代工业设计 
现代工业设计是艺术与科学的综合学科，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工业设计的有效动力，同样，工业设计
的成果又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从造型意义上讲，艺术可以促进加工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工业技
术的不断发展，新材料、新工艺的创新为艺术的表现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性。电脑技术特别是制图
软件的开发创新使艺术设计变得非常轻松。从科学角度看，新技术的应用，往往带来的是高效率和
高回报，现代工业生产的大投入和风险性使失败的设计对能源、材料及生产力造成极大的浪费。大
量智能手段被广泛运用于产品与制造后，使设计师在追求形式与功能的统一时有更多的选择手段来
适合社会的不同需求。集约化，模块化的新型设计模式使工业产品设计为社会节约了能源和材料，
减少对生产力的浪费。如：我国在上世纪末设计新型“飞豹”时，就首次使用了数字化无纸设计，
实现了飞机的三维设计。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圆满完成了任务，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半，缩短了
开发周期的60%，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 

 二、人性化――现代工业设计的归宿 
 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正悄然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展示人类伟大的征服力和与

无伦比的聪明才智的同时，也带给人新的苦恼和忧虑，那便是人情的孤独、疏远和感情的失衡。许
多未来学者隐隐道出了这种担忧。约翰?奈斯比特认为：“高科技的家具反映了过去的辉煌的工业
时代。……最低限度主义使我们的起居室变得毫无人性。”机器时代的产品，我们可以对其功能一
目了然，但在计算机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可能对一个只有按钮的黑匣子感到束手无策，对其
如何产生这些功能更是一无所知。沙里文提出的“形式服务于功能”的口号在现代工业设计中已毫
无实用价值。高科技时代的设计师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用更好的形式来体现功能，如何让高科技产
品设计变得易于使用，如何使冷冰冰的神秘的科技产物变得更具人性化和亲合力，使之成为人们生
活的一部分。许多有远见的设计师、科学家和艺术家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呼吁要重视现代工业设
计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为解决人本身与技术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使工业产品“自然化”，“人
性化”。呼唤工业设计的人性化回归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高科技的互补机制，人性化设计
将永远充当其高情感的平衡剂，与高科技发展行影相随。在这方面，德国设计师又一次走在了前
面，经过多年努力，他们设计的盲人阅读仪小巧轻便，对报纸进行扫描，可以贮存并随手拿着，阅
读。这一设计避免了残疾人的心理障碍，也同样为健康的人所乐以使用，这是一个充分考虑人类使
用心理的优秀设计。他们设计的录像电话把摄像头设计成眼球的形状，可以随意关闭，让人一看就
会联想到他的功能，这种人性化的设计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高度评价。 

 满足人的心理和生理的需要、物质和精神的需要的。工业设计其主题是人本身，设计的使用



 

者和设计者也是人本身，人是工业设计的中心和尺度。因此，研究设计目的与人的行为在不同人、
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的互补关系，把心理学，人体工程学等学科引入工业设计领域，扩展工业设
计的内涵，把工业设计提升到生活方式设计和人文设计的层次和境界，使现代工业设计沟通人与自
然的和谐关系，在“人——机——环境”系统中，为人们创造最佳的劳动空间，从而提高人们的生
活质量。就拿书的设计来说，设计时就要充分考虑到是教科书、旅游书籍、儿童书籍还是杂志。要
根据人体的测量数据，把身高、人的体积、体力、臂长、手的大小、活动范围等作为对书的开本、
厚薄、纸张页数等设计项目的参考依据。如教科书，由于其阅读方式是放在课桌上平平地展开的静
态研读，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学生摆动头和翻页的频率，将精力集中在研读上，所以，教科书的设
计尽可能采用16开本，努力使每一个页面上的信息量达到最大值。由此可见，现代工业设计只有以
人为中心，为了人身心健康的发展，为了健全和造就高洁完美人格精神而倾心服务，设计才会有活
力。 

 三、可持续发展――现代工业设计使命感 
 （一）绿色设计与生态设计 

“绿色设计”成为上世纪未的一股国际设计潮流，它反映了人们对人为灾难所引起的生态问题的关
心。东南亚海啸和美国卡特里那飓风等自然灾害接连发生引起人们对传统工业带来的气温异常、生
态失衡的关注。东北化工厂爆炸所造成的江水污染使中俄两国数百万人的饮水安全受到威胁，也使
人们对技术带来的危害感到担忧。众多的自然灾害和因设计功能所带来的潜在生态危机，已引起工
业设计界的高度重视。 

 因而，现代工业设计必须大量运用高科技成果，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
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佩帕里克就在他的《为现实世界的设计》一书中提出了设计师与生态环境的
关系问题，呼吁设计师要考虑保护地球有限资源。但在当时却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上世纪
未，全球生态问题进一步加剧，环境保护才引起了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1990年，欧共体发布了城
市环境绿皮书，提出生态性环境概念；1992年，联合国提议多种树、多建花园；1993年又提出控制
私人车，发展无污染的自行车和高效率的公共交通工具。在国际社会、政府部门和设计师的共同努
力下， 以环保和健康为主题的设计理念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工业设计也从“以形式、包装为
目的向功能为主体”的演变；从“以技术为主体”向“以需求为主体”的演变；从“以提高营销为
主体”向“以环境保护为主体”的演变；从单纯的强调“以人为本”的设计模式向“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为主的生活方式的演变。这些变化反映了当前信息时代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即：从过去单
纯强调“个体生存行为”转向对“集体生存环境”的关注。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利用自然条件和
人工手段来创造一个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舒适的、健康的生存环境，已成为当今设计师的道德
规范。被用于产品设计中大量人造的、复合的、可循环利用的材料，有利于整个大生态环境，实现
向自然索取与得到自然回报之间的平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绿色、生态设计将成为21世纪工业设
计的主要内容。 

 （二）循环设计与组合设计 
 循环设计与组合设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手段，其宗旨在于节约能源。在提倡节约

型社会的今天，一方面是面临能源、原材料的短缺，价格暴涨，另一方面却是在城市周围垃圾堆积
如山，成为环境公害，道德感已成为新时代对设计师的一项重要要求。同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
不满足于只看到产品的表面美观，他们对产品的实用和美观的标准也有了新的变化。环境保护意识
日益加强，自觉抵制公害性产品已成为潮流。如果一件美观、气派的家具是由毁坏了森林而获得的
话，此产品将不再被人们认为是令人愉快的东西。这种消费意识的转变迫使设计师在产品的开发、
设计时，不能仅仅考虑产品的美观、使用安全、舒适、健康，而是要结合环境因素。通过运用新技
术、新材料、新产品，比如智能化、新能源利用、雨水收集、有机垃圾生化处理等，把产品的回收
和再利用纳入到新产品的设计开发中，终极目标是实现产品和产品生产过程的无污染，零排放。
“组合设计”和“循环设计”正是产生于这一目标的前提下。目前，设计师们已经在几个方面采用
了审慎的态度，首先是产品开发设计时应限制使用大量材料。其次，产品的设计应是可拆卸的，便
于更换零件，有效节约能源。第三，产品设计应延长使用寿命和实现产品的可回收利用。我国在这
方面起步晚、基础差，但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设计师们的共同努力下，已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
就。如：广西的一家制糖厂应用循环设计对老生产线进行改造过程中产生的废渣被用来生产饲料，
产生的废液可通过处理成化工产品，最终实现生产过程的零排放，过去困扰企业的环境问题被逐一
解决，企业效益成倍增涨。 

 综上所述，现代工业设计与科学技术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相互依赖，相互补充，既体现了
人们的物质需求和制作技术及科学成果，又展示出人们对设计理论和视觉审美的追求，成为艺术设
计与科学技术的完美统一。可以预言，随着社会信息化变革的不断深入，现代工业设计必将对我国
的经济发展起到革命性的促进作用。它将引导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逐步创建新工业门类和新的产
业结构，影响人们的健康消费及生活方式的合理转化，并形成新的习俗、道德、文化。 
（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美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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