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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当今人类社会设计行为所带来后果的分析，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并由此提

出“中”、“安”、“返”的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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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ddressed the consequences of design behavior in modern society and pointed out some intrinsic hindrance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t put forward the design notions of "moderation", "safety" and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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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自然保护国际联盟（IUCN）首次提出可

持续发展的概念，1983年，挪威成立了一个由世界各

国官员、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并由时任首相的格罗·

哈伦·布鲁德兰牵头进行了3年大范围的研究，于1987

年发布了著名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

“可持续发展”描述成“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代

人需要的发展”。后来“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都沿用了

以上的定义，包括可持续设计。可是目前出现了另一

种情况，世界，特别是我国的环境问题，促使人们更多

地关注和研究可持续议题，但其内涵却在不断地演绎

中偏离了原本的涵义。

在设计界，可持续发展顺理成章地引发出“可持

续设计”，但在学界和业界一些人的认识中，可持续是

设计的可持续，是设计行业应该思考如何可持续发展

下去的问题。这种认识无疑是错误的，“可持续发展”

概念一提出，就是针对全人类的发展问题，是一种系

统、全盘考虑的问题，而不是某一个或几个行业的问

题，因为所谓“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一

个人类如何继续、长久地存在下去的问题。基于这个

根本问题，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再在各自的专业

上进行参与，承担好自己所应当承担的任务，解决或

避免本行业有可能给全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的问

题。设计界尚缺乏这种观念，这里从以下 3个方面予

以阐述。

1 设计是满足需求而不是纵容欲望

2012年，由于古玛雅的预言被一些人解读成“世

界末日”，而使“可持续发展”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实

际上，就宇宙而言末日是不存在的，无非是物质间的

转化以及物质与能量间的转化，因此，人类对于末日

的忧虑，显然就是对于自身可持续的忧虑，对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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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物种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忧虑。

这种忧虑在现今社会的确值得关注。现在打开

电视机，新闻频道频繁出现的揭秘报道中，食品安全

问题日益突出。

国产白酒的塑化剂在茅台、五粮液、酒鬼、洋河等

品牌酒中都有，据熟悉内情的人士说，这基本上是业

内公开的秘密，塑化剂的危害众所周知，前两年台岛

的果汁饮品中就曾大量发现，并引起广泛关注，这次

在白酒中为何也会出现？该人士介绍说塑化剂对白

酒的作用在于增强其粘稠度，以满足一些饮酒人士的

口感。就为了这小小的口欲，对于人类身体毒性高过

三聚氰胺的塑化剂就被加到白酒中，这一事件深刻地

反映出食品化工行业的设计目的出现伦理性偏差。

这就是人类设计本应当是有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个体，是有益身心；对于群体，是造福人类。但

是，现实的设计状况却是设计的产品一再出现伤害身

心和肇祸的情况，类似这种现象在产品设计中并不少

见。女性穿着的高跟鞋是另一个反映设计界纵容人

类欲望的产品，为了增强腿部的修长，多少女性忍受

着长时间穿高跟鞋带来的腿疾，而且鞋跟有越来越高

的趋势，超过10 cm的鞋跟，女性走路就与踮脚跳舞无

异，甚至比满族妇女的高底鞋更不符合身体的结构，

简直就是新时代的另类裹脚，但是年轻女性被时尚潮

流裹挟的欲望再一次战胜了理智。

诸如此类的产品还有许多，是该设计界警醒的

时候了。设计理所当然要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否

设计还必须纵容人类无止境的欲望？过去由于生产

力的不足，人类的欲望尚控制在一个人类、环境乃至

地球都可以容忍的界限内。现代的人类基于技术的

知识库膨胀，需求转变成无止境的欲求，当今没有

“度”的人类欲求早已成了被放出潘多拉魔盒的人类

魔咒，而始作俑者并不是什么潘多拉，而正是人类自

己。基于此，詹姆斯·沃尔本克提出《低技术宣言》，

相对现代高科技，低技术指的是成熟的或者传统的

技术。国内有学者认为，“低技术的应用要求不高，

易于掌握和实现，目标在于简单、经济而有效地解决

问题。低技术的成熟、易操作与独有的地域特征，令

其易于因地制宜为地方服务，开发适合当地发展的

可持续设计系统[1]”。因此，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

言，设计，特别是产品设计，首要的任务就是告知使用

者——人类的每个个体，作为一个对自身物种的可持

续负责任的人，他所需要遵从的从他者索取的“度”是

什么。假若设计师不纵容不依从人类无尽的欲望，还

努力将需求的适度融入到设计的产品当中，并且用时

尚的手法和潮流的趋势来引领，则可称作“善意的设

计”，其所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也将使之成为可

持续的设计。

2 对待产品设计应像对待自己身体般诚实

人是符号的动物，当今学界公认符号体系是人之

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唯一标准，人的高级思维都建

立在符号体系基础之上。“符号化的认识使人类那些

直接依附于物质刺激的心理活动得到了延长、巩固和

强化，事物的映像有了物质形式后获得了相对独立性

成为物我中介[2]”。因此，像古今中外的女性都喜“为

悦己者容”，就成为一个可以理解并被赞赏的行为。

如今生活条件的提高更使得“妆其容”成为一个成年

人必须注意的礼节，在一些特定的场合甚至成为教养

的体现。所以“妆其容”成为一个人步入社会的基本

需要，但应当注意的是，对妆容的过度修饰就会走向

事情的反面。

人类产品目前存在类似的状况，过度的设计与装

饰考量，很容易使设计师偏离设计的方向，并渐渐忘

却设计的本意。这也许就是阿道夫·卢斯反对装饰的

缘由，他以极端的语言痛斥浪费财富和精力的设计，

虽说字面上容易将设计导向呆板和千篇一律的另一

面，但是其棒喝在当代仍不失为一个警醒。过度的设

计与装饰是指设计的内容并不是产品所应具备的功

能，或者不能提高其功能，所设计与装饰的往往是产

品附加的部分，假使这些“多余”的部分还不能提升其

审美，增加其美感的话，称之为“过度”并不过分。当

然，一些产品在不改变造型的情况下，以适当的装饰

来丰富产品的系列显然不属于上述范畴。比如斯沃

琪手表系列，见图 1，该产品的造型几乎不变，但每一

款在表面和腕带上辅以一种主题的装饰式样，符合年

轻人的喜好，他们很容易找到感兴趣的主题，甚至引

发收藏的行为。宝马公司的mini轿车和菲亚特公司

500轿车定位于女性和青年顾客，同一型的车款，设计

师以异常丰富和具有主题意味的涂装来避免产品的

同质性，以扩大自己产品的受众面，面向更多的顾客，

见图 2。这种设计与装饰无可厚非，更重要的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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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并没有采取附加装饰的手法，那样可能会改变产

品自身的性能，仅仅是外观的涂装虽然在手法上保

守、有局限，但不影响产品本质的功能，恰恰诠释出

“设计适度”的内涵。

对于产品的适度设计，有学者认为，“适度设计实

际上就是一种适度性的设计原则，是指设计师在进行

某一项实际的产品开发时，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认

真、细致、全面、客观深入地分析目标群体的各种特

性，并从形态、色彩、功能、材料等各个方面对产品进

行最恰如其分的设计和规划。其本质是使设计出的

产品，能最准确地反映其自身的价值，并恰好能迎合

目标群体最真实的消费需求，同时也起到保护环境的

责任[3]。”这种说法指出了适度设计的本质，因此，产品

设计应该提倡一种诚实的设计观念，诚实的设计观念

是指产品设计师在设计产品时，对产品的结构、功能、

材料、装饰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故作匠气，不

矫揉造作。所以说产品设计师需要把这种实事求是

的态度当作天职，既抵住市场利润的诱惑，也不受业

主不当的胁迫，诚实应该成为产品设计师的第一操守

和职业道德。这种设计师的道德对于人类可持续发

展的意义在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长远地繁衍，因为

所有不诚实的产品设计长远地看都会破坏生态环境

的平衡，都会危害到人类整体的长治久安。诚实的产

品设计，其意义已远远不在于产品结构简单化以节约

资源和能源，也不仅仅是产品结构坚固化以保证使用

功能的安全，它是属于具有长远眼光的设计战略，关

注到产品对于人类作为物种可持续的作用[4]。这种作

用是一贯的、连续的、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的，一件

产品无论在这一进程中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其影响

都不会短期显现，后果的长效性迫使人类在从事设计

活动时必须具备前瞻性，必须诚实地直面一个看上去

很平凡的、日常的、司空见惯的设计活动会对今后人

类的生活产生“蝴蝶效应”般的影响，从世界各国对待

克隆和转基因技术应用的谨慎上可以反映出这点。

虽说任何年代设计师都不可避免历史局限性，但设计

师应该做到在已知的知识范围内尽可能诚实地进行

设计。

3 设计回归到其本质以提升人的价值

现在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和使用者意识到人类设

计的产品，只是一个人类自身通向应然之地的工具而

已，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容许产品凌驾于

人的利益之上，这是每个设计师应当遵从的第一要

务。设计批评者维克多·巴巴纳克在《为真实世界而

设计》中指出：“设计师应摒弃那些花哨的、不安全的、

不成熟的、无用的产品，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为我们

的世界提供理性的、负责任的设计”。那些因为个体

的私利或愚蠢，通过纵容使用者的欲望来换取利益的

设计，是可耻的设计，与“毒品”无异。这一点，似乎总

具备一定功能的产品体现得并不明显，但食品行业揭

示出这种趋势骇人听闻的一面。由于现代信息传递

的迅捷，每天都可以看到类似的食品问题，有些荒谬

的程度，直令读者怀疑自己的眼睛。例如从台湾引进

大陆的奶茶饮品，爆出里面不含一点牛奶，但为何这

些食品大行其道，颇受年轻人喜爱？这就是调制师刻

意地迎合年轻人的喜好，他们通过工业的方式研制出

能模仿各种口味的添加剂（日本人发明的味精是此类

食品添加剂的早期产品），满足甚至激发人的口欲，再

辅以鲜艳的颜色和醒目的广告刺激他们的欲望。现

在看来，这些食品商成功了，成功挑战了一个人在面

图1 斯沃琪手表的色彩系列

Fig.1 Color series of Swatch

图2 菲亚特500轿车的侧面创意涂装

Fig.2 Creative paintings side of Fiat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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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官能刺激的时候，能否把持自己的行为，以致做出

理性的判断，显然绝大多数年轻人没能做到这一点，

甘愿进入了他们设计的“温柔陷阱”。

在商业行为上，在产品营销上，他们的所作所为

似乎无懈可击，只是巧妙、充分地利用了人的弱点，

并将之转化为自己企业的盈利点，但在长远看来，这

种盈利的模式是可耻的。实际上，人类很早就了解

到万物相生的道理，古人捕猎只选择成年的动物，而

放过幼小的。山里的猎人在捕到自己够存活的猎物

之后，就会收手以维持大自然生与死的一个平衡。

除了人类蓄养的家畜外，对待野生动物，必须秉持这

样的理念。即便是人类蓄养的家畜，一旦将之视为

人类肉品供应物，事情也会发生极富戏剧性的转

化。一直生长在狭小笼中的从未迈步走过的肉鸡，

或是每餐都食以抗生素的药鸡纷纷出笼，堂而皇之

被烹饪后端上人类的餐桌，因为养鸡者认为既然是

用作食物，鸡腿就没有必要走路了，只需肉多即可，

鸡腿由此背离了其生物学上的功能，而异化出另一

种“被功能”。而医学研究也表明，美国由于快餐文

化诞生的速成养鸡模式，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已经显

现其危害，据统计，美国患有肥胖症的人高达 60%以

上，带来三高、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一系列问题，而

用于此的治疗费用每年耗费 2000亿美元。人类产品

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不能说没有，只是显现和被关

注的程度低些罢了。

在这个意义上，设计的本质是作为工具帮助使

用者，进而影响到全人类，提升人的价值。不仅是个

体自我实现的价值，更主要是人作为大自然的一份

子，在地球的整体演变之中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

在人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在这个历史进程

中是否扮演了有益的角色。“健康的设计行为法则就

是人要舍弃自己对物的占有私欲，去与他人和自然

生态一起实现价值。人的价值的终极就是超越，这

包括 2个方面：一是超越物质，包含能控制和摆脱肉

身的欲望，达到物质、意识的一体化；二是超越个体，

即能明了‘我’是一种对价值实现的束缚，达到个体、

群体的一体化，人与自然的一体化。对于前者，艺术

的加入可以成为很好的手段；而于后者，似乎更需要

人自身认识的提高 [4]”。只有具有这种意识，设计师

才能自觉地回归设计的本质，才能设计出有益于人

类可持续发展的产品。

4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与反思，可以看出只有回归到本

质的设计，才能设计出不阻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产

品，才能被称为善意的设计，也才是真正好的设计。

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具有以下 3个方面的观念。第

一，“中”，就是“执中”，即执守中道，这是几千年来中

国古人在人类可持续发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

第二，“安”，就是“安全”，即整体安全，这里的安全不

能理解为一般的身心安全，而应当在更大的范畴中了

解之。一个设计行为带来一个设计产品，除满足使用

者的个体需要外，在大自然一体的进程中，是否存在

长远的危害，这个问题设计师必须思考。当今世界物

质极大丰富，人们的基本需要早已满足，这时设计师

不能够为设计而设计，必须有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服务

的战略眼光，不能奢求设计师设计的每个产品都有益

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但不具有长远的危害是最基本

的要求。第三，“返”，就是“返朴”，即返朴归真，指去

掉外在的装饰，恢复原来的自然状态。我国的道教一

直倡导此教义，希望通过自身的修行和修炼，使生命

返复到始初的状态，道教认为，人的本性是淳朴和纯

真的，是近于“道”的本性的。生命回归初始状态并不

是说人类社会要重返原始社会，而是指早期人类由于

没受后来人类“知识”熏染所表现出的合乎可持续发

展的心态。基于这种认识，有学者提出基于“低技术”

的可持续设计，并引用维克多·巴巴纳克的叙述，“必

须考虑清楚设计招致的最终结果……更多地关注和

了解自然，将有助于保护和拯救地球……经常地反问

自己‘设计有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吗？设计能改善

在社会边缘（底层）的人的生活吗？可以帮助那些贫

穷、受苦受难的人吗？’”。巴巴纳克认为“回归到基本

价值和信念就像回归到生命的看法、生命的行为和生

命的形态一样重要[1]”。这种对于“道”的回归，不仅令

人身心健康，而且符合自然万物的运行规律，因此是

有益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只有这3个方面成为设计

师普遍自觉遵守的原则，人类的设计才真正踏上了可

持续发展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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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达性设计方法，从交互设计的角度来创造老年人

与网站无障碍的互动体验，研究通过 50duo网站设计

初步验证可达性设计方法的可行性，达到提高老年人

网站可达性的设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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