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民生视野下的艺术设计 /徐津著． —南昌: 江西高校出
版社，2014．12
ISBN 978－7－5493－1262－7

Ⅰ.①民．．． Ⅱ.①徐．．． Ⅲ.①艺术－设计－研究 Ⅳ.
①J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3089号

出 版 发 行
社 址
邮 政 编 码
总编室电话
销 售 电 话
网 址
印 刷
照 排
经 销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书 号
定 价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号
330046
( 0791) 88504319
( 0791) 88513417
www．juacp．com
天津市天办行通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江西太元科技有限公司照排部
各地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1 /32
5．5
180千字
2014年 12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ISBN 978－7－5493－1262－7
26．00元
赣版权登字－07－2014－64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书书

前 言

人类通过自身的劳动改造世界，创造了大量的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社会构成中最基础、最根本的是物，人
类活动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活动是造物，随着人类文明的
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造物活动从最初的本能
逐步发展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设计活动，设计就是造物
活动的预先计划行为和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一切具有
前瞻性、预见性的造物计划行为都可以称之为“设计”，这
也就是广义的设计的概念。

本书所要探讨的并非是广义的设计，而是狭义的包
含了艺术成分的设计活动，是把计划、设想借助视觉的艺
术形式表达出来的活动过程，也就是“艺术设计”。在本
书的所有章节中，出于概念的既定性和语言的简化性考
虑，艺术设计与设计表达的是同一个概念。

所谓艺术设计，就是将艺术的形式美感应用于与日
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设计中，使设计作品不但具有审美功
能，还具有实用功能。艺术设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结果，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结合的产物，艺术设计是一
个独特的学科，综合性和边缘性极强，艺术设计的内容很
广，几乎涵盖了人类日常生产、生活的全部范围，涉及哲
学、文学、美术、经济、信息技术、材料、机械等多个学科，



应该说艺术设计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社会文化、科技、经济发展
的水平。

就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来看，设计在科技的助力下已经成
为现代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环节，借助设计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既
是设计工作者的愿望，也是百姓对现代设计的期望。在这样的愿望
与期望中，现代设计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当代设计无论从风格、内容、形式、语境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百
花齐放的态势，满足着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受众的需
求。现代设计的多元化趋势迎合了现代人类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同
时也带来了设计理念与设计手法的革新，但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设计
趋势如何变化、设计手法如何丰富，其设计的初衷与目的都是对人的
关怀。在重视社会民生的当下，设计所关怀的“人”不再是小众的群
体，而是更加宽泛的大众群体，包含了各种弱势群体在内的老百姓，
也就是说设计的服务对象是占据社会主体地位的普通民众，设计的
内容与形式是以满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需求，这也即是本书
致力探讨的“民生设计”。时至今日，在欧美许多设计产业发达的国
家，每年都会诞生大量具备深刻民生意识的优秀设计作品，为人民的
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与实惠。在今后这一设计理念将得到更深
入的阐述和运用，艺术设计绝不是为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服务的工
具，而是服务百姓民生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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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设计之于民生

要研究民生设计，首先需要了解的必然是民生的相关

概念，尤其是民生在设计中的具体内容，进而才能科学地分

析民生与生计的关系，设计对于民生的作用，这是本书在提

出民生设计之前进行的基础研究。



一 设计中的民生

1．1 何谓“民生”

“民生”一词中的“民”，无论是古今中外，其意义并无过大差异
和变化。如老子所言: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再如孟子所言: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或如孙中山所言: “余为一劳永逸之
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
主张所由完成也。”历史跨越之大，而其中的“民”却意义相近，俗称
“老百姓”，书面上的意思，就是占全社会成员绝大多数比例的普通
人。“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
不匮”。“民生”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即百姓的
生活来源问题。“民生”一词中的“生”，通俗地说，就是老百姓的生
计、生态，即社会中广大民众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可以将中国的民生问题细化为以下
五方面具体的内容:

第一，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解决的是国民的生计问题，只有将
社会就业问题处理好，百姓的生存与生活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社
会民生才能真正得到发展。社会就业的核心问题是下岗职工再就
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高校毕业生及退役军人就业等几大问题，
这也是现代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与问题。

第二，教育是民生之基。教育解决的是国民的素质提升问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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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教育的合理发展，提高百姓的文化、道德、专业技术素养，让百姓有
更高的就业能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让百姓生存变得更容易、生
活变得更美好，让社会进步得更快更稳健。社会教育的核心问题包
括学前教育的社会化、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合理发展、社会
继续教育的质量等几个问题。

第三，分配是民生之源。分配体现的是国民对社会改革与发展
成果的享有程度，合理的分配制度能有效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体现社
会公平，保障社会稳定。我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的分配制度，在今后分配制度保持不变，并要保证正常的工资增长
机制，通过税收、法律监管等手段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保证广大百姓
通过合法劳动获得丰厚收入，以提升生活质量。

第四，社保是民生之依。社保体现的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健
全程度，是对国民生老病残的基本保障与救助，更是百姓生存与发展
的物质和精神依托。目前，我国社保中的突出问题是养老保险、医疗
保险、失业保险、社会低保等几个问题，解决好这几个问题是广大百
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根本。

第五，稳定是民生之盾。稳定解决的是国民的安全问题。社会
稳定是社会民生发展的可靠保障。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保
持良好的社会综合治安状况，是保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只有社会
稳定，才能增强百姓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才能让他们安居乐业，社会
民生才能健康持续发展。

1．2 设计中的民生

从上面的内容看，民生所辖内容十分宽泛，以设计的角度去分
析，设计所辖的民生内容，就是专指各类设计行为和设计作品直接影
响下的社会民众的生活状况和谋生方式，即百姓生活和百姓生计两
大块民生内容。

百姓生活，指的是社会中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这是设计产生
和发展的起点，也就是说设计是为了满足社会生活需求而形成的文
化产物。百姓生活内容极广，且十分琐碎，不仅包括了衣、食、住、行、
娱乐等物质层面的方方面面，还包括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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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精神层面的内容与需求。因此设计所需要关注的百姓生活内容很
多，既需要通过设计改善百姓生活的质量、变革百姓的生活方式，还
需要借助设计满足民众渴望被重视、被尊重、被关爱的情感需求，实
现民众对地域与传统文化、民族与时代精神的归属需求。

百姓生计，指的是社会中人民大众的就业机会。这是设计发展
的高层次民生内容，百姓生计是民众生存生活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根
本，设计对百姓生计的关注强调通过设计为百姓创造更多更丰富的
就业机会，营造更舒适宜人的工作环境，探索工作强度更低、收入更
高的工作类型。

1．3 民生的重要性

既然知道了民生的内容与含义，我们就需要知道民生的重要性，
只有意识到了民生的重要性，我们才有提出民生设计的必要性，才有
展开民生设计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民生是国之根本。“民”是构成国家的
主体，普通民众占据了国家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比例，没有了民众，就
无法形成社会，自然也就不可能构成国家。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状
态是社会发展现状的最小构成因子，体现出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
所有方面的发展水平。没有安定、健康、富足的民生状态，社会如何
能够和谐，国家如何能够稳定。满足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需求，提高
民众的整体生活质量，实现民众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世界上每一个
国家的奋斗目标。在十七大报告中，民生发展第一次被推到了社会
发展最前沿、最重要的位置上，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对社会民生
的重视程度，民生对于国家发展的根本性地位。

从设计发展的角度来看，民生是设计之出发点和归宿。民众需
求是设计行为发生的起点，所有设计活动的展开都是基于对民众需
求的分析与研究，这里民众的需求指的就是社会民众的日常生产生
活需求。当我们按照民众需求进行设计活动时，最终创造出来的设
计作品又回归到了民众中，成为日常民生需求的实现者。我们可以
回顾设计发展历程，有多少以满足民生需求为设计目标的优秀设计
作品流芳百年，又有多少无法满足民生需求的设计作品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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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生时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脱离了民生需求，设计行为无从
开始;无法满足民生需求，设计作品便没有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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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设计与民生的关系

设计与民生有何关系? 在任何社会中，设计都是人们赖以生存
的物质载体，更是人们快乐生活的精神载体，现代设计早已深入百姓
生活的方方面面，设计是社会发展的缩影，集中地再现了人们的生活
状态、生产方式、审美取向和文化精神，与社会的接触面最广，程度最
深，因此毫无疑问，设计与社会民生当然存在着最直接、最密切的关
系。

2．1 百姓民生离不开设计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细分一下，无非就是衣、食、行、住、用、文、玩
七件事，这七件事缺了哪一件，或是哪一件不够令百姓满意，百姓的
幸福感就自然会打折扣，社会的幸福指数也同样会降低。我们再仔
细去审视这七件事，我们不难发现这其中没有一件可以离得开设计。

以“衣”为例，中国成衣制造占据了全世界四成的市场份额，而优
秀的时装设计品牌却寥寥无几，中国的老百姓或重金购置泊去国外
又贴牌回来的世界名牌，或无奈消费因各种问题转而内销的次品成
衣，或看着 T台上服装设计专业师生们设计的华而不实的国际流行
样式叹息。

以“食”为例，食品包装问题近年来层出不穷、花样百出。标识不
清、信息不全、假冒品牌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劣质包装材料与技术
带来的食品污染问题，过度包装带来的食品价格问题……

以“行”为例，中国自主汽车品牌越来越多，在外观设计上模仿国
外知名品设计的例子还是相当之多，有的甚至在销售时主动为消费
者换标以满足部分人的虚荣心，如此缺乏设计创新能力的作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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