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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该书包含两部分内容：首先，简要介绍了美学的基本观点，尤其是重新解读了道家美学，重

新解读了康德美学，并简要介绍了西方主要美学思想的历史过程；其次，把美学变成为对设计有

益的指导方法，总结了我国当前存在的各种审美观念，通过大量调查数据，反映了我国各人群对

许多产品的审美观念和所喜好的颜色，并用这些审美观念作为产品设计、图文设计、环艺设计、

室内设计、服装设计的指导思想。本书是专著，适合作为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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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包含两部分内容，美学与设计。为什么要写美学问题？因为近几十年来，

在这个领域主要存在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翻译编辑外国人的美学文章，或者
抄写前人的翻译文章，没有搞清楚外国人的文章针对什么，到底谈什么事情，把有
些不妥当的翻译一传再传。另一种倾向是，某些美学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
学思想几乎无知，连道家和儒家都分不清楚，反而连篇累牍写美学书，用想象代替
科学研究，用随笔散文代替科学论文，这种书的害处远大于益处。甚至有不少人
称，这些以美学名义的假学问又害了一代人。因此，本书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
家的美学思想，以及西方主要的美学思想，从中发现一些新东西。什么新东西？你
读一读就知道了，不会让你失望。

其次，美学到底有什么作用？传统美学有三个目的：首先，美学研究美的本质
（宗教与非宗教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完全不同）；其次，美学研究审美的各种感知心理
体验，对快乐的各种解释；最后，美学研究文艺批评，分析艺术形式如何表现审美心
理。其中许多观点早已过去，欧洲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早已不能解决如今问题。
美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争论了两千年了。假如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可能
有两种情况：第一，这个问题太复杂；第二，争论者水平太低。如今没有多少人对美
的本质感兴趣。美学对艺术创作应该起启发作用，应该在创作前提供艺术创作思
想。可是，文艺评论文章似乎往往是事后诸葛亮。这些美学文章和书籍有多少人
看？这些美学距离现实越来越远了。此外，还有些文章以美学的盛名，传播一些心
理病态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误害处于“危险年龄阶段”的青少年。

尤其是我国出现工业设计、艺术设计、服装设计、环艺设计、动漫设计等新专业
后，急切需要建立其专业基础。如果没有专业基础，那么大学与大专、中专有什么
区别？把美学作为设计专业的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如何去建立，是不是仍
然把过去老一套照搬过来？那些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根本没有什么人读了。美
学能不能为规划我国文化生活提供有建设性的思想，能不能为设计人员提供一些
创作观念和思想？假如不能达到这些目的，就不能成为专业基础。这是本书作者

２０年前思考的问题，这本书对此做出了回答。美学应该、也能够成为艺术设计的
指导思想。如何做？要研究我国人民的审美观念，研究他们对各种产品的审美观
念，他们喜好的颜色，等等。这些恰恰是艺术创作和设计人员所需要的东西。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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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思想是作者９年实践的总结。当然本书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写书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抄别人的书，这种书太多了。第二种方法是

让学生写，老师签名，这种书也太多了。第三种方法是认真进行研究思考，自己一
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第四种方法也是自己写，但还要把书稿放置五六年再修改，笔
者的书都是这样写的。笔者这些书都是作者多年的研究结果，从没有让学生代笔，
因此写书很累，短短几年头发、眉毛全白了。这样写书是最辛苦、速度最慢、利益也
最少的。

本书内引用的大多数审美数据，是笔者带领学生所完成的，为此要感谢西安交
通大学工业设计５１班、６１班、７１班和８１班，他们一共８６人。要感谢李萌、丁嫣、
夏文超、侯丽君、赵书中、梁震、李姝、张若思等人。还要感谢工业工程６１班和６２
班，以及杨晨燕。

李乐山
西安交通大学工业设计系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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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绪　论

一、美学起源

美的问题往往是在物质生活比较富裕后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说，以美的名义探
讨人性、人生观、生活方式方面的问题。对待这类问题，历来都存在三种完全不同
的观念，一种是摆脱传统，一种是追求快乐，另一种是超越物质享乐。我国道家对
这些问题进行了非常系统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人的天性是什么，什么是美，什么是
敬畏，什么是快乐等问题上。道家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远超过西方康德美学的深度。

美学在欧洲一直是宗教或反宗教之间斗争的焦点问题之一，关心的是感知认
识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美与崇高两个问题上。在中世纪欧洲，美学主要是宗
教范畴内的东西，认为宗教是美的本质。虽然美的解释起源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
斯派的“美是和谐与比例”，然而这个概念被中世纪欧洲宗教接受了，成为其代表人
物奥古斯丁（Ｓ．Ａ．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３５４—４３０年）对于美的主要观点。崇高的解释很
可能起源于公元３世纪雅典修辞学者朗吉弩斯（Ｃａｓｉｕｓ　Ｌｏｎｇｉｎｕｓ，２１３－２７３年），
他在《论崇高》一书引用《圣经》的文字解释崇高和美。在欧洲宗教鼎盛时期阿奎那
（Ｓ．Ｔ．Ａｑｕｉｎａｓ，１２２６—１２７４年）提出美有三要素：完整、和谐、鲜明。

文艺复兴初期，为了摆脱宗教，对美的解释逐渐世俗化。意大利但丁（Ａ．
Ｄａｎｔｅ，１２６５—１３２１年）提出文艺作品的美与善。后来，培根（Ｆ．Ｂａｃｏｎ，１５６１—

１６２６年）提出美的精华在于文雅的当作。笛卡尔（Ｒ．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１５９６—１６５０年）
说美是判断和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美是恰到好处的协调和适中。

启蒙运动中，许多思想家都把美学作为摆脱宗教或反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蒙运动最主要的观念是用理性摆脱宗教信仰，后来发现仅凭理性不足以摆脱宗
教。康德认为，通过感知可以弥补理性的不足。他认为，人有三种可知的事物：观
点、事实和信仰。这都是按照人的感知能力来划分的。要摆脱宗教，就必须建立以
人为本的感知方法，提出“眼见为实”才能摆脱“信仰”。康德鼓励人们依靠自己的
眼睛去观察事物，强调感知（审美）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人的感知无法证明神、灵
魂的存在，这样就把宗教信仰从人的认识能力上排除。为此康德建立了一系列的
方法和标准，这样就形成了康德美学。康德把它称为是认识事物的感性方法，其目
的是弥补理性的不足。



如今，时代价值观念变了，美早已不是过去的含义了。美学的作用也早已不是
过去的含义了，不再把美学作为反宗教的知识。康德没有想到如今会出现这么多
新的认识问题、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靠我们去解决。

二、美学起什么作用

如今美学早已不是原来的含义了。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出现了重大变化，在美
与快乐的背后出现了大量的社会心理问题，用哲学认识论方法早已无法研究这些
问题了，而是应当用社会心理学方法去研究社会心理问题。如何重建美学，使它成
为对社会心理起正面作用的东西，如何使它成为对设计起指导作用的东西？美学
不应该成为马后炮，在艺术作品产生社会效应后写点赞美或批评的文章，而应该能
够提出对艺术创作有启发意义的创作思想。如何使美学能够为设计人员提出设计
思想？这是笔者思考了近２０年的两个问题。经过多年探索后，这个问题最后成为
以下几个问题。

（１）美学如何研究当代社会的审美心理。自然的美学心理早已被研究过了，现
在需要研究人们对各种人造产品的各种审美心理？

（２）如何通过美学方法去弥补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尤其是通过设计去修复用户
的不健康心理？

（３）如何使美学能够成为设计创作的基础，能够帮助设计出多种多样的造型？
经过多年的埋头思考和调查分析，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结果成为这本书的主要

内容。
本书试图解决这些问题，重建美学，为设计师提供审美方面的设计思想。

三、产品设计要考虑的因素

如何设计外观？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外观起什么作用。有人认为，
产品外观造型的主要目的是引起用户注意，当他们去商店购买产品时，面对琳琅满
目的各种造型，有些造型容易吸引用户注意，有些造型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只有
引起他们注意和兴趣，他们才会去进一步考虑是否购买。实际上，人们购买行为并
不是这么简单。你可以花费一定时间到商店去观察和了解客户购买产品的过程。
大多数造型都没有明显区别，用户会从各个方面去了解，例如了解产品质量、价格、
售后服务等，最终全面考虑，综合选择。外观造型的重要性都不在第一位，也不在
前三位。笔者２００７年调查人们对高档家具各个因素重要性排序时发现，外观被排
到第８位。在下表列出的八种产品设计中，大多数产品的功能、可用性、结构、表面
材料、质量、服务等因素都比外观造型重要。

２ 美学与设计



表０－１　外观占设计的第几位

产品 洗衣机 数码照相机 手机 大轿车 电冰箱 ＰＤＡ 沙发 床

设计因素数量 ９个 ７个 ７个 ６个 １３个 ８个 ９个 １０个

外观占第几位 第４位 第３位 第３位 第６位 第１３位 第６位 第８位 第８位

四、产品外观设计起什么作用

有人说，产品外观的主要作用是形态造型的美。这个观点导致的结果是，产品
设计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找不到本专业的职业工作。产品外观到底起什么作用？对
于这个问题，笔者也进行了各方面的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对外观造型的理解，用
户人群与设计师之间差别很大。调查结果如下。

（１）外观造型表现产品概念。人们如何知道那是电视机，这是电脑？通过外观
造型。人们如何知道这是手机，那是 ＭＰ３？还是通过外观造型。这意味着，人们
通过外观造型去理解产品概念。因此，造型要符合产品概念。某公司要设计一种
新产品———指纹仪，设计师把它外观设计得像电话机，引起许多人误解。对于这种
新产品，设计时要考虑构造一种新的产品概念，使人们通过外形能够看出其用途。

（２）外观造型体现产品的价值定位。有些人喜欢高档产品，有些人喜欢低价，

有些人喜欢卡通型，有些人喜欢高质量，这些都体现了不同的产品价值观念。这些
往往通过简单的符号象征表达出来。例如高档手机可能是金属感，而不是塑料感。

高档汽车可能是黑色，而不是绿色。高品质衣服可能是纯棉布，而不是化纤。这时
并不是用户的颜色喜好决定外观颜色和材料，而是用户价值定位决定产品颜色和
材料。

（３）外观造型表现了运行方式。自行车有两个轮子，它告诉人们可以转动，而
不是滑动。溜冰鞋支撑在一把冰刀上，它告诉人们那是滑动的。因此造型要符合
产品行为方式。

（４）外观造型表现操作方式。杯子有把手，它告诉人们那是用手握的部位。自
来水龙头造型告诉人们那是可以转动的。雨伞虽然不复杂，然而它却提供了多种
操作。用户是通过外观去操作使用产品的，因此造型要符合使用。

（５）外观造型表现功能。刀子有刀刃，它告诉人们刀子的功能是可以切削东西
的。椅子的造型告诉人们那是可以坐的，座椅的高度、座椅面的大小、靠背的造型
要符合人体生理特征。汽车造型要考虑高速时汽车不要飘起来，因此车头要向下
倾斜。汽车要减少流体阻力，要减少横截面的面积，车尾的造型要减少紊流。因
此，造型要符合功能。

（６）外观造型表现结构。这里所指的结构并不是美术上所指的几何图形结构，

３绪　论



而是指产品零部件结构，或功能结构。依据这种结构，对产品进行加工制造、安装、
测试和维修。

（７）外观造型表现审美感受。人们具有各种不同的审美爱好，不同的外观造型
会引起不同的关注程度。有些人喜欢柔和外观，有些人喜欢动感，有些人喜欢小巧
玲珑，有些人喜欢高雅。

这些都是工业设计师造型的基础。

４ 美学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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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造型审美观念

第一节　审美的心理学与社会学含义

一、针对问题与目的

（１）经常听人说他们的造型是凭灵感而得到的。“我从竹子得到创作灵感”这
句话想表达什么含义？到底谁有灵感，竹子，还是他？竹子比他聪明，还是他比竹
子聪明？每当笔者听到这种说法时就感到困惑，即使他比竹子聪明，也不能说明他
水平高。问题来自“灵感”的含义，什么是灵感？经过多年查找终于发现，这个概念
可能来自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第４６节“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他说：“天才，他
自己也并不知道这些理念是如何为此而在他这里汇集起来的，甚至就连随心所欲
或按照计划想出来的这些理念，并在别人也能产生出一模一样的作品的这样一些
规范中把这些理念传达给别人，这也不是他所能控制的（因此天才这个词也很可能
是派生于Ｇｅｎｉｕｓ，守护神），即特有的、与生俱来的、保护的和引导一个人的那种
灵，那些独创性的理念就起源于它的灵感。”其中的“Ｇｅｎｉｕｓ”是指古罗马的守护神。
上文中“灵感”一词译自德文词Ｅｉｎｇｅｂｕｎｇ，词义是“输入”，按照康德上文语句，“灵
感”的词义是“守护神的灵的输入”。该句含义是“那些独创性的理念就起源于守护
神的灵的输入”，这句话表现了康德信仰古希腊的神，这种说法符合科学吗？按照
这种观念，如果一个艺术家认为自己有灵感，实际上是说守护神的灵进入到他体内
了，你不觉得毛骨悚然吗？笔者在美学与设计课程上没有用“灵感”观念，而是探索
了一种新的方法。设计师通过调查用户的审美心理，综合提炼其表达形式进行产
品造型。

（２）产品外观设计的目的之一是符合用户的审美观念，此外还要符合用户的操
作使用，符合产品外观的结构、材料、制造工艺、安装使用和表面处理。这里只分析
用户审美观念。要使设计满足大多数用户的审美需要，设计师必须跳出以自我为
中心的表达方式，要调查用户的审美观念。从２０００年起，笔者连续５年带领学生
对产品造型的审美观念进行调查和讨论，其中最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如下三个。我
国人民对产品的审美观念是什么，他们对产品外观造型有什么期待？如何把我国



人们对产品的审美观念进行分类？如何联系文化来把我们人民对产品的审美观念
进行分类？另外，从抽样调查角度还经常考虑几个问题。应该通过什么抽样方法
能够比较真实全面调查审美观念？应该抽样多少人才能够大致搞清楚被调查人群
的审美观念？应该如何设计和改进调查问题和问卷？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很容易，
笔者花费了大约９年功夫。只有基本解决这些问题后，才能够大致把我国人们的
审美观念调查清楚。

（３）美学对产品造型起什么作用？在康德时代，美学属于哲学领域，他那个时
代的哲学家们研究如何通过美学摆脱宗教。如今美学早已不是原来的意义了。美
学属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美学的作用是启发设计师或艺术家从心理学角度和社会
学角度考虑。第一，从心理学角度看，美学有两大作用。首先，考虑如何通过造型
和颜色设计体现人们的各种健康审美感受；其次，考虑如何通过造型弥补或修复人
们的心理健康问题。而当前有些设计师或艺术家却强调表现不健康心理，给社会
公众造成一个印象，似乎这些人心理不健康。实际上有些设计师和艺术家是通过
这些表现去引起人们注意，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更高水平的设计师则应该探索
如何弥补这些不健康心理，这是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第二，从社会学角度看，美
学的作用是促进文化建设，美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社会核心价值、道德观念、行为
规范和感情表达方式探索净化心灵的途径。当前有些设计师却反其道而行之，强
调文化叛逆，包括价值叛逆、道德叛逆、行为方式叛逆和感情叛逆，这也不符合设计
师的社会角色。下面分别分析美学的这两方面作用。

二、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审美感受

（１）从审美感受角度看，什么是产品的美学或产品的审美？它指用户通过自己
的感知形成的情绪感受。简单说，用户从造型上希望得到美的感受。从心理学角
度看，美学对造型的作用是表达健康审美感受，修复和弥补人们的心理健康。所谓
“美”的感受，是指无欲望或无私利的愉悦，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纯洁、高尚的感
受，暂时忘记人间世俗。再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些审美感受会发现，用户的审美心理
是多种多样的，用户希望通过产品外观得到多种心理感受。

审美观念与造型的关系是什么？造型指设计师设计的产品外观的形式，这是
产品外在的形式，例如几何造型。审美观念指人们由造型引起的心理感受，这是用
户的内心感受。例如，几何造型可能引起人们审美心理的新颖感。设计师应该依
据人们的审美需要进行产品外观造型，使得造型符合用户的审美期待。为此，设计
师要调查用户对各种造型的审美心理，也就是了解各种造型引起用户什么心理感
受。了解人们的这些审美心理，可以大大开阔设计师的眼界，按照人们的这些审美
需要设计产品外观，这远比所谓的个人“灵感”要丰富得多。这是笔者提出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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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１　看到这个孩子的照片，几乎人人都会高兴，这是无欲望的高兴，这就是审美

新的设计方法。以往强调按照灵感去设计。
用户的审美过程如下，他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感觉或感知，最终与

情绪感受联系在一起。用户的这些审美方式可以被分为三种类型：知觉审美感受、
认知审美感受、情绪审美感受。

（２）知觉审美感受指用户对视觉、触觉、听觉等感官对外界造型和颜色的直接
反应。例如下列这些都是从视觉能够直接得到的感受，这些感受可以与情绪联系，
也可以不必与情绪联系在一起。正因为这些是直接的视觉感受而不必与情绪联系
在一起，因此它们被称为知觉感受，以区别情绪审美感受。设计师要区分健康的与

图１－１－２　你有什么知觉感受

不健康的知觉感受。这些感受如下：
刺激／眼花缭乱／平和／不刺激；
动感／静感；
清晰／模糊
紧张／安定／稳定／张力；
柔和／粗糙；
壮观／宏伟／壮丽／凄凉／渺小；
华丽／单调；
新奇／新颖；
好奇／视错等。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知觉感受。在具体造型过程中，要注意调查用户的这些感
受。这些知觉审美感受与知觉感知有什么区别呢？任何审美感受最终都要与情绪
或感情联系在一起，否则不被看做审美。知觉的审美感受（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强调的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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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知觉而直接引起的情绪感受，从知觉机理上看它是低级的直接知觉反映，例如吃
了醋后马上感到酸，然后引起兴奋或反感，这是情绪感受。而知觉的感知（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是与人生更复杂的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吃了醋后不仅仅感到酸，还感
到对心血管有益，即使感到口感不舒服，也会用理性克制它。前者属于知觉感受，
被看做审美心理。后者被看做认知活动，往往不被看做审美活动。

思考问题：你能用几种造型表达上述每种知觉感受？
（３）认知审美感受指用户把感知获取的信息进行各种认知处理，最终这些认知

活动将与情绪或感情联系在一起，形成感情反映。这些认知处理是比较简单的，然
而可能是多种多样。例如：

价值判断／道德判断：正确／错误，高尚／低俗，好／不好，应该／不应该，必须／决
不；

理解／联想／对比／困惑／猜想；
熟悉／不熟悉／新颖／陌生；
安全感／稳定感／不安全感／恐惧；
认同／同感／共鸣／不认同；
沉思／回忆／怀念；
疑问／困惑；
理解／交流／表达；
好感／反感，友好／叛逆；
想象／新奇等。
由此可以看出人们的认知审美感受活动种类非常多，有些人把人的审美心理

看得太简单了，使得有些艺术仅仅局限在某一两个认知感受活动上，例如只探索了
作品与观众的交流。这些认知审美活动不同于科学技术的认知过程。认知审美与
一般认知区别是什么？认知审美包含两个心理过程：认知和审美。认知是大脑处
理过程，审美是情绪处理过程。上述这些审美活动中的认知感受基本都是比较简

图１－１－３ 图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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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５

　
图１－１－６

图１－１－７　看这张照片你有什么感受

单的认知处理过程，一般不包含上述那些高级复杂的认知活动，这些认知过程都是
把视觉造型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联系起来。而科学技术的认知过程是与更复杂
的概念联系起来，进行更复杂的认知处理，例如，复杂的逻辑推理、计算、实验、有意
识的定性与定量分析与归纳。同样，设计师要区分健康的与不健康的认知审美感
受。

思考问题：你能用几种造型表达上述认知审美感受？
（４）情绪审美感受。这些审美与知觉审美不同，情绪型审美感受有比较强烈的

情绪反应，而知觉审美感受有比较强烈的视觉反应（例如动感）。情绪感受中首先
存在道德判断和崇高判断。具体如下。

情感道德判断：善良／不善良，人性情感／野兽情感，敬畏／无畏，纯洁性情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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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性情感，心理健康／心理不健康，崇敬／嫉妒等；
怜悯／同情，爱心／善意／敌意；
平和／中庸／温和温柔／宁静／和谐／稳定等；
平静／不平静，激动／烦躁／焦虑；
喜好／反感，爱／恨／见异思迁／感情忠诚；
崇拜／希望／追求／梦幻／盼望；
好奇／震撼／震惊／恐惧；
神秘／疑惑／犹豫；
烦躁／悲观／孤独／暴躁／腻烦／郁闷；
嫉妒／宽容，压抑／绝望；
等等。

图１－１－８　从这幅画中你有什么心理感受

情绪心理学认为人具有一些基本情绪，由此提出了若干不同的分类，有人认为
存在六种基本情绪：幸福、害怕、悲哀、惊奇、生气和失望。这些划分可以提醒设计
师如何全面考虑设计。

三、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审美的含义

（１）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社会群体的行动方式，包括求生方式、生存方式、生活
方式、工作方式等。求生方式指危难时对生命的态度。例如珍惜生命，但也不怕
死。在地震危险中首先抢救弱者，或者只顾及自己逃生，或者冷静接受一切灾难。

生存方式指考虑自己一生如何生存，指活法。例如，独往独来，依靠别人，追求财
富，靠稳定职业，靠强者生存，自立办企业，不求财富，当一名渔夫能活就行。日常
的生活方式指如何看待和度过每一天的生活，如何处理日常的吃、穿、居、行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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