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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城市再生资源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研究，实现人与城市、自然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方方

法法 对比国内外再生资源艺术研究现状，分析再生资源的材料形态、审美观念、化学特性，探讨其艺术

表现的可行性。结论结论 城市再生资源的艺术表达，包括可再生材料和可再生能源的艺术表现、废旧材

料重复使用的再设计，利用废旧材料原有的物理化学形态，通过艺术的再创造和再设计，达到材料的

再利用，实现城市再生资源循环使用的目的。通过设计达到更加美观的艺术效果，在转化过程中将艺

术的附加值融入到新的再利用的材料当中，提高再生资源循环使用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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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conducts a research on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renewable resources，and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mong man，city，nature and environment. It makes a comparison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renewable resources

art at home and abroad，analyzes the material form，aesthetic concept and chemical property，and discusses its availability of

art expression.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urban renewable resources contains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renewable materials

and energy，and re-design of reusable waste，makes use of its original physical and chemical forms，in order to reuse

materials and realize the recycling of urban renewable resources through artistic remaking and re-design. In addition，by a

more aesthetic art effects and new reusable materials integrated into artistic value，the added value of renewable resources is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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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短短一百年，世界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以无限制消耗自然资源作为代价的经济增长，

向地球与人类提出了最严峻的挑战。1987年世界环境

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不危及后代人

需要的情况下，满足当代需求的发展模式[1]。

当代中国既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同时

也处在全球经济变缓和环境恶化的时代，各种资源的

消耗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和生活污染物，城市生态被严

重破坏[2]。为此，我国政府在新的发展规划纲要中提

出了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概念，提出了重点发展

循环经济，进一步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的经济新型发

展方式。这里从设计学的角度对城市循环再利用设

计进行研究，以倡导人与城市、自然与环境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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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为基础，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

品”的反馈式循环过程为导向，以“减量化、再利用、资

源化”为原则，以实现城市再生资源以及废旧资源的

再利用和重复利用为目标，进一步为实现循环经济内

容的丰富、过程的丰富以及循环体系的丰富探索可行

的途径，为缓解城市资源短缺、环境压力等问题提供

新的有效的解决方式。同时改善设计学科与材料学

科对话不足的现状，实现设计学与材料学的相互渗

透，做到从设计的角度看待材料，从材料的角度为设

计提供支撑，综合提高审美情趣，促进整个社会的文

明发展。

1 再生资源的艺术阐述

可再生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其中包括在生产

流通领域中产生的具有一定价值和再使用价值的材

料或物料，还包括可以再生使用的能源，这两种统称

为可再生资源[3]；而废旧资源一般是指在生产流通领

域中所产生的含有一定价值但不具备明显使用价值

的材料或物料，其中也包括工业生产和民用消费过程

中所产生的不具备明显使用价值的能源。这两种资

源是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1.1 再生资源中的绿色设计

绿色设计是20世纪末掀起的一股国际设计思潮，

是对现代科技文化所引起的环境生态破坏的反思。

绿色设计的核心是要减少有害物质排放以及能源消

耗等一系列问题，目前对废弃品再利用的主要方法是

重复使用和循环利用[4]。重复使用是指在不改变产品

的形态和功能下的再利用，例如啤酒瓶、牛奶瓶等玻

璃制品均可集中回收消毒处理再次利用；循环利用是

指将废弃垃圾经过处理重新使用，例如1 t废纸可再造

出800 kg可用纸，废旧易拉罐可百分百回收循环再

造。Power To The Pedal 设计比赛中的参赛作品《播撒

绿色》，是由自行车改装而成的播种器，种子与皂液混

合在一起，随着自行车的行驶，风将混合种子的泡沫

播撒向大地。所有参赛作品都关注全球性、社会性问

题，试图通过设计来改善生活。

1.2 再生资源的艺术表现形式

艺术设计中材料的运用至关重要，这是设计师与

使用者之间的第一次对话。再生资源的艺术表现最

大的特点是利用废弃物件作为材料，运用其自身的形

态、色彩和肌理，展现独特的视觉效果。毕加索作品

《拾来的物体》“公牛头”，创造灵感来源于废旧的自行

车座椅和把手。随着人类工业进程的加快以及资源

的过度消耗，循环利用再次成为关注的热点，1995年

法国设计师Olivier运用废旧纸板设计出系列环保家

具，造型多样。循环再利用强调艺术的主导地位，旨

在个人设计行为普遍化，运用材料的特殊属性，为设

计师提供新的设计元素与思路。

2 国内外对再生资源艺术表现的研究现状

2.1 国外再生资源的设计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个国家从可持续发展

理念出发，提出了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仅发展了

再生资源产业，还大力发展了与再生资源相配套的相

关产业。目前全球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最好的是德国，

其不仅仅制定了再生资源利用的相关配套法律，还建

立了相对完善的配套工业体制和服务体系，以促进再

生资源的进一步利用和再生产品的进一步开发以及

推广[5]。例如，在欧盟成员国会举办再生资源利用的

成果展示会，以展现各个政府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

设计研究成果，实现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

良性环境；荷兰设计师Tejoremy选用了12个可回收利

用的牛奶瓶，经过打磨处理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灯具载

体，整体设计理念符合循环再使用原则[6]。这都是设

计师为循环经济所作出的贡献和尝试。而在亚洲，这

方面做得最好的是日本，据统计，日本是全球对资源

回收立法最为全面的一个国家，这可能与日本是一个

资源贫瘠的国家有关。日本的设计师在推动资源的

循环利用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例如，日本的某家

具公司就利用存放过酒的回收的木桶，经过设计人员

的设计改造生产出新型的家具和家具板材，是回收利

用的设计典范。

2.2 我国再生资源的现状与挑战

我国早在九五期间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在九五、十五期间我国相应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

和行业标准，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并限制破坏环境

的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同时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大力

发展循环经济实体和产业，以提高我国实际竞争能力

和综合国力[7]。与此同时，我国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也

为再生资源的合理应用作出了大量的尝试和拓展，比

如北京思考书局的胶卷墙、中山岐江公园的导航灯

塔、深圳大运会使用回收塑料瓶搭建舞台及坐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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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几年我国设计与技术通过不断努力和学习，已

经大大提高了自身的能力和水平，但是因为该项内容

在我国起步较晚，所以距国外先进体系还存在相当大

的差距。

3 再生资源艺术表现的可行性研究

3.1 可再生资源的艺术表现

3.1.1 可再生材料的艺术表现

可再生材料的艺术表现是指“可再生材料”在设

计师通过艺术的手法对其进行修饰和稍加改变的情

况下，加工成为设计产品或设计产品的一部分，这不

仅仅是艺术与设计在循环经济中的体现和运用，更是

与传统的设计区别开来的一种独特的具有全新视角

的设计，是从艺术的角度对可再生材料在循环开发过

程中所作出的既区别于传统设计又区别于传统回收

再利用领域的新型研究；是设计师通过艺术主题，利

用材料原有的形态、色彩、肌理和质感，运用视觉表达

手段而赋予可再生材料以新的艺术生命以及新的用

途和文化理念。

3.1.2 可再生能源的艺术表现

可再生能源的艺术表现不是简单地使用或应用可

再生能源，而是以设计师的审美角度，结合可再生能源

的应用环境和使用条件，设计出与自然环境更为协调

的可再生能源的产品外观并拓展其应用途径，设计师

所作出的协调的多样性设计，更能满足公众对可再生

能源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心理需求。通过设计师的努

力，将简单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提高到了实用与美观共

存的更高层次，同时为设计师提供了新的艺术观念和

创作手法，避免了无创新、重复的恶性循环设计，提高

了审美情趣，促进了整体社会的文明发展。丹麦艺术

家Olafur Eliasson的作品《纽约瀑布》是由一系列人工

瀑布组成，作品用脚手架结构和自上而下的水来改变

已有建筑的本质状态，同时能提供绿色能源，体现人与

环境的和谐相处，给水域的鱼类生物提供了保护，这是

一个探索型公共艺术工程的尝试[8]。

3.2 废旧材料的重复使用再设计

废旧材料的重复使用再设计主要是从设计的角

度作为废旧材料再生使用的切入点，在了解废旧材料

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对废旧材料的再利用效果进行预

估和大胆设想与组合，以这种独特的形式将废旧材料

所蕴含的潜能展现在公众面前，为废旧材料循环再利

用的途径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其不同于可再生材料

的艺术表现，重复使用的再设计是通过设计用最简单

的方式挖掘出废旧材料的使用价值，使废旧材料以一

种全新的形式在设计中得以再生；也不同于简单的回

收再利用，重复使用的再设计不需要消耗额外的能源

与投入，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废旧资源的重复

再设计更强调艺术与设计的主导作用和灵魂导向，以

一种全新的方式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9]，解决

了相当一部分材料因技术和经济限制无法得以回收

循环再利用的弊端，拓宽了产品的使用周期和产品的

应用范围，减少了对资源和环境的负面影响，达到了

资源合理运用和管理的目标。日本艺术家Haroshi的

立体雕塑，通过雕刻和打磨等日本传统工艺，将废弃

滑板切割再整合，成为形状各异的艺术品。

3.3 循环再利用设计

循环再利用设计是指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改变

废旧材料的某种物理或化学特性以适应新条件的再利

用。在再利用的过程中，以设计创意为主旨，使改良的

材料为设计提供支撑和服务，通过设计形成更加美观

的艺术效果，在转化过程中将艺术的附加值融入到新

的再利用材料中，提高循环使用的附加值[10]。在这里需

要强调的是，其侧重点与上文不同，上文强调的是设计

的方法和艺术的使用，还属于设计学科，而在循环再利

用设计中，强调的不仅仅是设计学科的内容，还是将设

计学科与材料学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进行的富有创

造性的工作，其既区别于传统材料的改进，也更有利于

废旧材料的利用，而新材料的应用研究与新技术的运

用又可以大幅度提高设计过程的自由度，引起传统设

计理念的全面创新与变革。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新材

料和新技术与设计师的大胆设想和创意相结合，发挥

各种废旧材料的潜力，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以上海世博会的“冰壶”芬兰馆为例，整体建筑材料均

来源于废弃纸材、塑料制品和垃圾，结构坚硬便于移动

拆卸，全部材料都可二次回收再利用。

4 结语

艺术设计的研究不再是一门单纯的艺术，而是致

力于从深层次上探索设计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

系。通过“再设计”赋予废弃资源新的生命与使用价

值，综合利用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根据新材料

的特性研发设计载体，对能源材料与生态环境材料进

行有效利用，力图将“再生资源”概念融入主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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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广大普通消费者从全新的角度认识再生资源，在实

现其实际功能和审美需求的同时，体现“再生”的价

值。将处于试验性的“绿色设计”带入产业化发展中，

实现舒适生活与资源消耗的平衡以及短期经济利益

与长期环保目标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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