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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设计价值中“关系态”属性和“实践”特征的分析，阐明了设计作为价值手段的现实作用和客观要求，进

而分析了实践“场域”作为设计内在动机形成的前提条件。最终从价值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概念中，提出了

设计作为价值目的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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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levance" and "practice" in design value，it expounded the realistic role and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design，further analyzed the prerequisites of "field" as design inner motive.Finally，it put forward

design should obey the basic principle in the concept of "subject" and "intersubjectivity" o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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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

探讨设计本质有2种思路：以“是”为依据，对设计

作用进行现实描述；以“应当”为依据，把设计理想作

为标准衡量。2种对设计本质的解读在实际情况中往

往发生冲突。设计理论家杭间认为：在探讨设计本质

时，要将“是”与“应当”区分开来，但同时又要通过对

某些标准的讨论而将两者统一[1]。杭间进一步认为对

设计本质的深入思考，需要在哲学层面进行。

在哲学中，价值范畴是将客观手段和主观动机进

行统一的概念。价值语境能够解决对设计中手段的

现实标准（设计是什么）和设计目的的理想标准（设计

为什么）2种认识上的分歧，2种标准最终在价值这一

维度上达到统一。正如知名设计史学者李立新所言：

“不管人们给设计下的定义有多少，最终都将归结到

设计是人价值追求的一种外在形式[2]。”设计价值有着

丰富的内涵，对它分析越深入，对设计本质的理解就

越透彻，这需要从价值语境中再次认识“设计”的本质。

1 价值语境中对设计的分析

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帕帕纳克曾列举出数条

“设计的神话”——“设计是品位；设计是一种商品；设

计是为了生产；设计是为了大众……”然后，他对每条

作了批驳式的评点。他认为：“设计只能解决小部分

人的品位；设计作为商品会被消费殆尽；设计为了生

产而消耗资源；设计往往只为了设计师和商人……[3]”

帕帕纳克对“设计神话”的批评，本质上反映了在许多

设计命题中，目的和手段两类最基本价值功能之间的

不统一。单独谈论设计的手段有效和目标合理都会

有失偏颇。现代设计一直拒绝被定义为一种“单向

度”工具，而设计如果不具备“工具理性“，其自身立场

也会被消解。由此可知，对于同时具备手段和目标功

能的设计活动，价值语境是最有用的分析工具，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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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语境分析设计，能够避免很多在设计命题中偏执一

端和表述不周延的缺陷。

价值介入的前提是对价值概念的把握。“价值”具

有丰富和宽泛的内涵，这里是将其作为哲学范畴的一

般价值概念来理解，对其概念的界定，哲学界至今仍众

说纷纭，但达成了几点共识：（1）价值不是事物固有的

客观属性，而是主体目的、需要、能力和客体存在、性质

之间的一种“关系态”或“关系质”；（2）价值是基于实践

基础上建立的具体的历史动态关系；（3）价值关系具有

鲜明的主体性，但又是客体属性与主体尺度的统一。

设计价值是一般价值领域中指涉设计活动的特

殊价值，它毫无例外地遵循着关系质、实践基础和主

体性等一般价值的普遍原则。但设计也是一种特殊

的实践活动，设计价值有着自己特殊的界定与范畴，

包含其特有的价值主体、客体以及价值产生的条件。

这里就将从设计价值最重要几个特征中逐步解析设

计的本质。

2 设计构建“人”与“物”的价值关系

价值是一种“关系态”。设计价值不是设计本身

的客观属性，而是主体“人”和设计客体“物”之间构建

出的一种关系。主体“人”包括设计者及使用者。客

体“物”包含设计对象以及设计品。单独的“物”与

“人”都无法产生设计价值。因此，在价值语境中，设

计一定需要具备主体和对象，不能只面对某个设计物

来作价值分析，必须还原设计品的使用者或设计者。

设计之“物”通常被认为具有实用功能，但“物”对

于“人”的设计价值不能被简单推理为实用关系。举

一例子：美国学者鲁道夫·霍梅尔在 20世纪初对中国

传统手艺进行田野考察，他认为比较起西方人在机器

技术上“自命优越”而进行“肆意浪费”，“中国农民学

会了不浪费任何东西”[4]。他敏锐地发现中国传统农

民与他们熟悉使用的农具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节制而

朴素的设计价值。由此可见，人和物之间的价值关系

是复杂的，不可能只停留在实用的层面。

另外，人与物之间产生的价值关系也不是固定

的，需要根据具体的时空情境来确定。一件传统农具

离开它使用的耕种环境，放在博物馆里，它原先的设

计价值就相应消失了，它与观众之间转化成一种历史

关照的价值，记录着人们曾经与它发生过的密切关系

而产生的设计价值。情境变化后设计价值关系会转

化为其他“人”与“物”的价值关系。因此，在价值语境

中，设计不被认为具有固定的内容和模式，而更具有

针对性和开放性的叙述，一旦人与物的价值关系出现

松动，原先的设计方式就会发生形变。历史上，大工

业背景下全新的“人”与“物”的价值关系，使得传统设

计模式不断颠覆，这一过程，在如今的数字时代也正

在加速上演。

设计价值关系还必需在实现物质功能的实践方

式中产生。这种实践强调功能性与外在性，是区别于

思考、认知等内在性的精神实践方式，这种实践是设

计价值形成的基础，也是与其他价值相区分的重要标

志。一个杯子可以装饰各种图案，赋予各种观念，但

最终必须是一个能供人实际使用的杯子才能产生设

计价值关系，其中可以有审美价值等因素，但主客体

之间不能只通过感知、认识、思考等实践活动建立关

系，物质功能实践是其必要性条件。因此，价值语境

中，如果设计只停留在文案或计划中，而没有任何可

能实施的条件和行为，也不认为这是真正的设计，简

单地认为设计就是创意也是不成立的论断。

3 “场域”是设计形成价值的基本前提

“人”与“物”通过实践形成价值关系，还需要以一

定“场域”作为基本前提，设计的合理性只存在于具体

场域中，无法离开场域对设计进行分析。

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场域”这个概念：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存在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

会小世界，这些社会小世界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

的客观关系的空间，就是场域。不同场域中，主体与客

体之间可能建立起不同关系，从而产生差异的设计价

值。改变场域会使设计价值发生变化。例如，在时尚

评论家发起的国际时装周上获得好评的服装作品，可

能在大规模服装生产的场域中就无法实现其价值。

以设计的实践性质为标准，有着两个不同的基本

场域。一是设计活动内部的专业实践场域，二是设计

物进入日常生活世界中所形成的生活实践场域。专

业实践场域中，设计者根据准确的需求动机进行设计

创造，设计产品和服务满足用户或者预期满足用户及

设计自身发展需要而产生设计价值。这一场域的设

计价值研究，常见于设计应用、管理、开发及评估等设

28



计学科内部领域。生活实践场域中的设计价值研究，

最早是在社会学和哲学的视角中进行的，如今也开始

在设计领域展开。日常生活是 20世纪重要的哲学概

念。列斐伏尔最早对其作过描述：“日常生活是不断

的重复，是生计、衣服、家具、家人、邻里和环境等具有

物质文化性质的东西[5]”。日常生活概念强调人们经

常从事的琐屑的、平凡的具有个人性特征的活动。可

见，生活实践场域具有与专业实践场域完全不同的特

征，是不会像后者一样形成一种具有专业性、理性化

和具体可评估等品质的设计价值，它产生的设计价值

具有意义的延展、难以定性或是异化等特质。早期西

方学界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多持悲观批判态度，将日

常生活视为沉沦的场域。一个在动机上具有某种价

值观念的设计在日常生活中的泛滥，会积累形成一种

与原先相悖的意义。例如 20世纪初构成主义设计具

有强烈先锋立场和革命倾向，而 50年代之后，这种设

计慢慢在日常生活场域中沦为一种商业服务的设

计。但任何设计都不能回避进入日常生活，日常生活

对设计价值的阐发会刺激新一轮设计需求，这才是设

计价值完整的体现。因此，设计的日常生活实践场域

与专业实践场域之间是否能形成统一，一方面是讨论

设计伦理和进行设计评论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也成为

研究设计价值能否最大化的关键。例如这一思路在

当前产品开发战略中的应用：战略制定者认为，对制

造方而言，要成功解决成本问题实现产品差异化；对

于使用方而言，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对产品形成认

可，两者只有在一定程度上重叠才能达成可能的设计

战略[6]。

4 “主体性”是设计出发点和归宿

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人的“主体性”是价值确

立的根本。设计归根到底不是工具，是通过物质实践

实现“人”的潜能和需求满足。人类历史上“神”与

“权”的本位不再是设计价值的主导标准，现代商业社

会中凝结于“生产”或“消费”上的经济利益，也不是设

计价值的唯一判断。例如对古代青铜礼器设计价值

的考察，其关注点应在于古人为满足一种理念而将其

“物化”的设计智慧，而不是这个设计在当时所具备的

敬天畏命的神权价值（不是越神圣，设计价值越高）。

同样，现代产品的成本价值和消费价格也不是研究其

设计价值的主要参考（不是越昂贵，设计价值越高）。

在价值语境中，人是设计存在的先决条件，任何设计

命题都需要归到“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设计价值

的扭曲往往是主体性的“异化”。消费社会，人造“物”

的迅速膨胀在一定程度上逐渐颠倒了主客体的关系，

人的主体性被“物”所支配，形成马克思所言的“物与

物关系的虚幻形式”。这就形成了主体性丧失的设计

价值扭曲。

作为主体性的“人”，不仅是具有共性特征的抽象

概念，还是活生生有着不同文化、阶层、性别、年龄、地

区、利益、兴趣的个人或群体。因此，设计价值是一种

因具体主体不同而不同“因人而异”的价值关系，不能

脱离具体“人”的主体而空谈设计价值。尼葛洛庞帝

曾经设计过一个极为简单和廉价的电脑产品，貌似这

种品质和功能的产品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是毫无价值

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穷人而言则是非常有吸

引力的设计。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

不可能孤立存在，所以人的“主体性”还体现在主体与

主体之间所形成的“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决定了相

关的每一个主体都不能将自己的需求孤立起来，不能

无视或蔑视“他人”的主体存在。因此，对于设计价值

关系的考量，需要在一种不同主体的构成性、互动性

关系中进行判断和评价，设计价值“主体间性”就是关

注在各种社会关系上形成的设计价值共识。现实中，

设计者和使用者“主体性”差异与错位是常见的困境，

而设计价值的获得是需要设计者和使用者在“主体间

性”上的统一，设计者需要更具主动性地引导客户获

得内在的主体需求，这也应该是设计的基本立场。设

计价值的“主体间性”更要求设计关注社会目标。无

障碍设计主张充分考虑残疾人士和老年人的需求，就

是基于主体间的共识和同构而确立设计的社会价

值。在价值语境中，设计需要考虑的不只是单一对象

群体需求的满足，而需要主动地考虑与其他社会主体

需求和利益关系的协调。设计的“主体间性”决定了

设计是一项主动参与社会的活动。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价值语境中，设计的本质具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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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需求。它适合婴幼儿玩耍，也适合不同年龄阶段

消费者的使用。通过使用“附加智能”或可拆卸组件，

延长了使用的寿命。又如 trunki儿童行李箱，是专为宝

宝们设计的外出装备，小巧轻便却很实用，必需物都统

统装得下。这也锻炼了宝贝们的自理能力，在储物的

时候体会到产品的趣味性。除了储物之外它还能变为

宝贝的玩具小车，是一件充满趣味设计的产品。

4 结语

在婴幼儿产品的设计中，趣味性的设计常常能给

人“意料之外”的惊喜。巧妙的构思与产品的形态、材

质和易用性等方面进行完美的结合，增加了消费者对

产品的兴趣。婴幼儿在使用产品时，不仅体验到趣味

性，还能从精神层面上健康、快乐的成长。趣味性设

计越来越注重对人们情感的表达，成为工业产品美学

的重要特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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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其一，如何建立起“人”与“物”的合理关系是设

计的主要功能；其二，设计必须建立在实现物质功能

的实践基础上，遵循客观规律，这两点让人们对设计

的现实作用和客观要求有了更为明晰的了解；其三，

设计需要一定具体的实践场域，不同场域会改变同一

设计的结果，需要根据场域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设计动

机；其四，设计以个体的“人”和社会的“人”的共同需

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这两点则让人们能更清晰设计

的内在动机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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