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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挖掘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与价值，将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天人

合一”思想所蕴含的丰富精神养分与价值功能有效运用于当今设计艺术理论研究，指导设计实践。方方

法法 以大众持续关注的生态设计与“天人合一”思想的观念联系为基础，通过思维意识的共通性进行深

入探讨。结论结论 阐明“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态设计这一新兴设计方向中所呈现的指导意义，进而在其物

化转换中倡导“知行合一”的实践原则，强调理论实际效用与价值追求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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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exploit the proper position and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mode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apply the rich spiritual nutrition and value function in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spirits which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piritual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to the theory of modern design art and guide the design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

n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design which is sustained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and the"Unity of Man and Nature"，further re⁃

search on is carried out by the intercommunity of the mind. It illustrates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e thought of the“Unity

of Man and Nature”in the thought of the ecological design which is an emerging design direction，and then advocates the

practice principle of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the objectification conversion，emphasizes the inner importance of

the theoretical practical utility and the value pursuit.

KEY WORDS：Unity of Man and Nature；ecological design；spiritual value；objectification conversion

收稿日期：2015-03-02

作者简介：要彬（1972—），女，天津人，硕士，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理论研究。

精神价值一般是指人类在精神创造中所体现出

来的价值。作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天人合一”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精神养分与价值功能，

值得深入探讨。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设计再次展现

出蓬勃生机，已从20世纪60年代带有激进意识色彩

的“绿色运动”，发展到较为成熟的环保消费行为，进

而跨入“生态设计”的新纪元。这源于人们对环境问

题的关切和了解，而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话题，即

“天人合一”思想中所强调的人与天道本性生养、赞

化、共运的理念得到社会大众的高度重视。

1 “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态设计中的精神价值基础

“天人合一”是哲学家张载提出的，事实上，早在

春秋战国时期如“气”、“天”、“道”、“阴阳五行”等思想

已被众多哲学家从混沌未开的朦胧原始意识提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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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本源意识。作为宇宙观中的自然观，“天”是成就

万物的本源，“人”是天工造化之物，“天人合一”即是

人与自然协调、有机的联系。生于天地之间的人类受

自然灵气，经万物滋养而生机勃勃，片刻都不能离开

自然。那么，人又该如何顺应天道呢。子思在《礼记·
中庸》讲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

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

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

与天地参矣[1]。”如果“至诚”是指一种精神境界，达至

诚而能知人性，进而通物性，那么即可顺应自然，最终

融会天道的运行。不难理解，存于精神的天道与人合

一，可使人的精神正大光明，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意念

上的永生。“天人合一”思想所强调的人对自然的顺势

而为、和谐和感恩之心成为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基

础。认真思索不难发现，涵盖于大艺术之中的生态设

计同样是基于这样的价值基础。现代设计在让人类

获得极大享受的同时，也逐渐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疏

离，甚至某些设计活动所产生的后果对环境造成了不

同程度的破坏与影响，严峻的现实问题不得不使人深

刻地反思[2]。于是，按照自然环境的原则，并与之相互

作用、协调成为承载一切生命迹象可持续发展的设计

形式——生态设计得到大众的认同。而生态设计中

所重视的自由精神，突出“天人合一”思想中的“超越

主客”、“物我合一”，也都在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和实

践中得到彰显。

2 “天人合一”思想的深化

现代工业文明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的需求，“人本

主义”设计（以机械生产为主）尽管在不断更新产品

的功能、质量与效用，但并未从整体角度考虑符合人

类与自然的生命规律，因而“以人为本”的设计在满

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危害了自然界中

的众多生命。这种单向、非循环的设计思想、工业流

程、生产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利于人类与自然

和谐共融的[3]。

“以自然为本”是设计界提倡的新价值观，但这种

观念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难免会遭到误读。社会要

发展，环境需被保护，作为认识论的基本前提，“天人

合一”思想给了人们一个更为客观且带有经验性的范

本。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将“天人合一”中主客

体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的一体关系解读为“大全”理

论。即“主体与客体同属于宇宙大全，若主体从客体

中分离，客体就是不完整的客体，宇宙大全也就不再

具有整一性[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得以强化，

这种对于逻辑关系的梳理使人类把征服自然的野心

转化为顺应自然的睿智，这就产生了主体与客体互动

的两种方法：（1）客观的认识态度将个人经验觉悟合

理释放，与外在事物融合；（2）主观的认识态度将客体

纳入主观内心。这种认识论价值注重的是精神蕴含

的指导作用和人文意识的合理构建。

3 “天人合一”思想的物化转换

3.1 政策法规

作为对精神价值的进一步探讨，以天道模式来建

立、理解人类社会，被儒家视为最高社会伦理价值的

来源。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观察“天人合一”思想，“天”

是人格化的、有德行的实体，是天道法则与社会法则

的统一，是天道模式与社会模式的整合。作用于现代

社会，具有社会伦理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可以被理

解为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对生态问题的认知程度与

态度，相关环境保护法规的构建，经济运行体系下企

业的良知以及设计师的责任等[5]。

从这一理念出发，工业社会中的生态设计所追求

的目标是通过法制条例，进而量化为较具体的经济技

术指标，同时依托高科技实现对人类生产乃至生活的

调节与控制[6]。当然，也只有将生态理念普及到大众

中去，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在不受法律

强制的情况下自觉养成节约环保的好习惯，才是大众

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

3.2 标准设定

生态设计不可否认也是一种伦理设计，即设计师

在进行设计时所遵奉的道德标准和所承担的社会责

任。这种标准的设定是对设计的价值判断以及对设

计意义的思考，更是设计师作品中表达的职业道德。

生态设计应重点思考以下4个方面：（1）人与自然生态

环境的协调关系；（2）设计的社会公正性；（3）以健康、

安全为前提的功能性需求；（4）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可

持续发展。正所谓对环境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负

责，对文化负责[7]。

3.3 技术应用

《易·系辞上》中记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

者谓之器。”如果说“道”是非物质的形而上的精神食

粮，那么“器”则是形而下的具有技术层面的物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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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道与器的关系上，“天人合一”思想承载了这样

一个事实，那就是道与器均产生在天地万物的秩序之

中，其关系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8]，这也是“天人合

一”思想更高的价值追求。生态设计中的“器”，关键

在于节能环保方面的技术突破，于是就形成了以技术

为核心的生态设计。如新型材料及其相关技术的产

生扮演着新设计载体的角色，它所包含的对视觉、触

觉的“整体性质感”的操控，引领生态设计的前沿趋

势。技术是手段但绝非目的，没有精神价值，许多事

物只会浅存于技术面。生态设计产品应特别强调

“道”与“器”的关系，从生态性的人与自然平衡问题入

手，设计进程中的每一个决策、环节都要有效而充分

地考虑到环境效益。将“以人为中心”替换为“以自然

为中心”，在这种转换甚至取代的关系中可能会对人

类暂时利益与局部利益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是有利

于长远利益和群体利益的。

3.4 设计表达

物化转换在设计表达中可以分为3个步骤：（1）设

定物质价值的原则，其主要内涵为“设计简洁，享受慢

速生活”；（2）设计目的性转化，也就是要具有生态系

统的规划方法，如城市、环境、资源、废料再生规划等；

（3）设计手段，特别是要表现出企业的人道和文化精

神，如改善人际关系、改善家庭关系、改善社会关系、

改善人机关系、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改变消费主义

观念等[9]。从精神到物质，生态设计不仅关注技术层

面，同时也注重观念上的革新，摒弃那种过于强调外观

标新立异的产品，以一种更负责任的姿态和方法去创

造产品形态，尽可能地在美观的基础上延长其寿命[10]。

4 结语

纷繁多样的产品在现代化意识、价值作用的驱使

下寿命越发短暂，而对于流行性的批判，对于尝试改

变现代社会消费意识的观念已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

士的共识。刺激购买力的美学观念逐渐被大众所抛

弃，人们能够以理性的头脑和目光来审视这个世界的

生存状态。事实证明，生态设计顺应了这种趋势，而

它追求的也正如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思想

所传达的那样，即世界依然是广土大众的世界，它崇

尚秩序，追求和谐，倡导“知行合一”的实践原则，强调

理论的实际效用，哪怕在追求真知的过程中脱轨或出

位，却依然是指导今日人间世情的“礼之用，和为贵”

大众行为模式的核心。满怀着对家人的关爱与责任，

对家乡故土的眷恋与依赖，抑或只是享受一种和气的

氛围，都成为“天人合一”思想给予今人的感悟……文

以载道，日月轮回，人的精神与九天同流贯通，或许这

就是人们一直追寻的文质彬彬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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