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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以工业文明带来的人类生存问题为启示，结合生态设计学理论，让设计师充分利用设计

来引导人们走向健康、合理、适宜的生活方式。方法方法 从“以用户个性化需求为中心”走向“以生态可持

续设计为中心”、“低技术”或“高技术”走向“适宜技术”、“传统审美”走向“生态审美”3个方面来进行分

析。结论结论 生态时代下的引导性设计理念对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重要

意义，有助于平衡人类向自然索取与回报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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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ing Design Concept in Ecologica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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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nspired by the human survival problem caused by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design，make full use of the design for designers to guide people form a healthy，reasonable and
appropriate lifestyle. Methods From "user needs-centered design" to "ecological sustainable design"，from "low-tech" or
"high-tech" to "appropriate technology"，from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to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ree ways and means are
analyzed. Conclusion Under the ecological era of leading design concept to guide people to set up the correct value
orientation and social ideolo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help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to natural request
and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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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刺激着消费者的过度消

费和奢华追求，人们已经习惯产品不断更新换代、推

陈出新，这些目不暇接的商品淡化了人们对环境的污

染、资源的浪费、对子孙后代生存条件剥夺的罪恶感，

腐蚀了人心。人类正面临生存挑战，即将进行一场革

命——生态革命。人类不能再为了追求高质量的人

工生活环境而大量地、透支地消耗自然资源，这种只

有索取没有回报的做法对自然造成的损失无法弥补，

最终也会给人类自身带来损害。设计师要通过自己

独特的设计和对物的理解，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

系，从而影响当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引导人们符合生

态理念的价值取向。

1 生态时代的背景

在严密复杂的生态系统关系中，所有的有机体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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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让出它们一部分自主权，或者说它们的自由，目的

是为了维持整个体系和体系中的其他生物体[1]。古人

捕猎只捕杀成年动物而放生幼仔，就是为维持大自然

的生态体系、维持自然索取与回报之间的平衡。但目

前的现状却不尽人意，人类在地球的生物量中所占的

比例只有0.5%，而所消耗的资源却占净初级生产量的

31%[2]。

在生态时代前，人类史上出现过两次真正意义上

的革命。一次是农业革命，周期性的农业生产劳作，

使人类从迁徙生活逐渐转为定居生活，以便播种、管

理、收获，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另一

次是工业革命，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往变得空前

频繁，社会进入一个消费的时代，人类需求得到持续

不断的满足。这两次具有引导性的革命，改变了人们

的意识观念、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2 生态时代下引导性设计理念的走向

设计的目的不是纵容欲望，而是运用同理心满足

大众的实际需求。通过设计引导人们转变为生态可

持续的价值观，传播生态理念。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改

变人的某种习惯和原有的生活方式，以及某种思维观

念，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概念[3]。引导性设计

理念应该引导人们：（1）从“以用户个性化需求为中

心”走向“以生态可持续设计为中心”；（2）从“低技术”

或“高技术”走向“适宜技术”；（3）从“传统审美”走向

“生态审美”。引导性设计理念不是具体的方法，它是一

种价值观的变革，是表现出合乎可持续发展的心态[4]，是

一种更高境界的创新。

2.1 潜移默化地转变生活方式

设计为了满足消费者追求品位、个性、时尚的个性

化需求，而逐渐变成为小部分中上社会阶层提供服务

的工具。生态时代下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大众的实际

需求，满足他们的生活目的。人们洗衣服的目的不是

追求什么品牌的洗衣粉，什么样式的洗衣机，而是洗干

净衣服。这就需要设计师挖掘用户真正的目的，留意

生活细节，在生活中发现问题，并提出科学合理可持续

的解决方案。以“以用户个性化需求为中心”走向“以

生态可持续设计为中心”，正确地引导人们向着健康合

理且适宜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发展，有意

识地将产品导向另一种全新的美学体验。例如，海尔

以生态环保作为出发点推出了不用洗衣粉的洗衣机，

见图1。这款洗衣机不仅满足用户洗净衣物的目的，也

潜移默化地转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将绿

色设计融入到人们生活中，进而对几大淡水湖因富营

养而导致蓝藻泛滥的问题起到缓解作用。

当然，一个新产品的出现可能在短时间内难以转

变用户的使用习惯，这就需要设计师通过设计引导用

户向可持续的价值观转变。过节放爆竹是中华民族

的一个传统习俗，是驱鬼辟邪的一种方式。虽然燃放

爆竹可以给节日增添欢乐的气氛，但爆竹释放的烟尘

和溅出的火星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且容易引起火

灾，一些烈性爆竹每年都会造成一些人员伤亡。在如

今提倡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下，如何使中国过节放爆

竹的传统文化更环保更绿色地传承下去，是值得深思

的问题。赛世涛设计的“爆·竹”见图2，通过充气方式

使盖子上的薄膜受压破裂发出声响改变传统火药爆

破的方式，既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又体现现代绿色

环保的生活方式并传承中国文化。尝试不同的生活

方式，并促使你进行适应和改变[5]。

2.2 津津乐道地采用适宜技术

人类利用科技创造出许多人造物，提高人们的生

活水平的同时，实现了人类文明的空前繁荣和发展。

但是，科技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也造成了一定程度

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匮乏。原子能的开发带

来了核泄漏、核辐射的祸殃；微电子技术的推广使人

们时时刻刻处在电磁辐射的生存空间中。这些更先

进的技术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福祉，还有意想不到的

图1 海尔洗衣机

Fig.1 Haier washing

machine

图2 爆·竹

Fig.2 Firec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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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因此要合理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造福人类。

人类不能总把问题的解决寄托在尖端科技上，当

然也不能固执地强调低技术的回归：不住高楼住山

洞，不坐汽车骑毛驴，不用电脑而结绳记事[6]。设计师

应尽可能采用适宜的技术来解决问题：（1）简单、经济

而有效地解决问题；（2）解决问题时不会出现新问题；

（3)给定的限制条件下，做到尽可能就地取材，并倡导

全球理性价值——更加合理、适度地生产和消费，把

产品的设计和消费控制在人们都能接受的范围内。

原研哉是强调“适度设计”原则的代表设计师之一，他

在2001年受邀成为MUJI的艺术指导，将这个新生不

久的品牌价值定义为“这样就好”，这种价值观洋溢着

一种内敛的理性思考[7]，树立一种良性的适度消费

观。江西东乡县的乡民充分利用本地的地下水资源

制作出土空调来度过酷暑，浅层地下水接近于当地全

年大气平均温度，具有冬暖夏凉四季恒温特点，达到

舒适的目的。这种适应当地气候的产品利用地温可

再生的天然能源，既不需压缩机，又不需氟利昂，避免

了对环境的污染，有效地利用了当地能源。每个地区

都有一种适宜当地气候的传统建筑形式，例如，炎热

而干燥的新墨西哥州运用庭院式的住宅形式；多云而

寒冷的新英格兰地区采用紧凑的盒式建筑。这些建

筑借助当地的物质材料和技术，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

的表达形式。这种设计理念既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

求，又体现了当地人文特色和生态时代的特点。

2.3 润物细无声中体会生态美的传达

现在年轻人一年换一部手机，每年全球生产的手

机充电器的导线就能绕地球65圈。这种消费不是真

正所需，它严重腐蚀了年轻一代的审美观，使欲望不

断膨胀，会将人引向自我为中心的精神境界，人会在

追逐欲望的过程中失去个性[8]。生态问题的解决首先

有赖于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观的取向，而生态

审美影响着生态意识。设计师应有意识地将产品导

向全新的美学体验——生态审美，正确引导消费者的

审美观，不仅要考虑传统审美中的构图原理或形式美

的原则，使人们感到愉悦，还要考虑设计的可持续特

性。寻求并传达天然本性的材料美，采用简洁且对生

态有益的耐用材料。理性地选用更加贴切自己的需

求、更加质朴的产品[9]。比如图2的“爆·竹”采用绿色

环保的燃放方式，整个互动性的体验过程，增强了娱

乐性和愉悦感。材料方面充分利用竹子再生能力快、

易弯折加工的优势进行外观装饰。产品整个使用过

程安全、无污染、可重复利用，能融入大众文化生活

中，以此逐渐改变人们的认知行为习惯，使人们具备

生态审美理念，借此激活人的视觉，触动人的心灵，最

终形成生态环保意识。

当然生态审美理念早已无声地融入人们生活之

中，以人工“向日葵”——赫吉住宅为例，见图3，旋转罩

是此建筑最显眼的元素，这个装置实际是一种由计算

机控制的遮光天窗，在冬季的白天，面板面向北方导入

温暖的阳光，到了晚上，面板旋转到下方堵住连接室内

的三角形通道，阻止热量散失。在夏季的白天，面板朝

向南方，挡住南面的阳光，只接受背面的光线，在满足

照明的同时，使室内获得的热量减到最少[10]。尽管这类

绿色建筑的建造成本比传统建造略显昂贵，但在性能、

舒适度以及后续能耗上比传统建筑更胜一筹。绿色建

筑在供暖、制冷和照明等设备运转的费用花销上比传

统建筑低得多，这种低能耗潜在地减少了建筑所产生

的污染，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营造了更健康的环境。

设计师应正确引导人对美的理解，正确引导人们走向

生态的审美观。

3 结语

人类既不能停下经济发展的步伐，又不能听任生

态环境的继续恶化。保持生态平衡有赖于人们的生态

意识和价值观的取向，应树立一种良性的消费观，更加

合理、适度的生产和消费。作为设计师，需要运用同理

心满足大众的实际生活需求，通过从“以用户个性化需

求为中心”走向“以生态可持续设计为中心”、从“低技

（下转第 93 页）

图3 人工“向日葵”——赫吉住宅

Fig.3 Artificial "sunflower"：Hoagi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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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或“高技术”走向“适宜技术”、从“传统审美”走向

“生态审美”的引导性设计理念来引导人们向着健康合

理且适宜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发展，最终

达到人类向自然索取与回报自然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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