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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剖析设计师的职业特征，构建设计师的自我身份的认同。方法 结合设计学理论，从设计

师职业的来由、设计的跨学科特征、设计的社会生产背景和商业现实、设计师对艺术家身份的热衷等

角度出发，探讨造成设计师的作者意识缺失以及职业身份认同降低的原因。结论 设计在社会生产中的

从属地位和设计的跨学科特点是造成设计师职业身份认同缺失的最直接原因，设计师身份认同的构建

需要设计师自己重拾自身的社会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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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signer, and the self-identity of the designer.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design, it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subject and social reasons of identity loss of the designers from different
angles such as the origin of the designers, the interdisciplinary feature of the design, the social manufacturing background and
commercial reality of the design, and the enthusiasm of designers to the artist identity. Combined with the direct reasons of sub-
ordinate status in social manufactur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design for self-identity loss, to construct the
self-identity the designer needs to rebuild the right of speech in the reshaping of the social critical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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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是个人对于自我特性以及与某一阶层

之间所共有观念的表现。设计师的身份认同是设计师

对自身职业特征以及设计师群体的共同职业观念的

表现。任何一件设计作品都有设计师，但并不是每一

位设计师都是设计的作者。根据米歇尔·洛克在《平

面设计的作者权》

[１]

的观点，作为作者的设计师比作

为设计者的设计师具有更多的权利和权威性，因此，

设计师的作者身份是其获得职业认同的基础。

1 从手工艺人到设计师

1.1 设计的职业化

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帕帕奈克认为人人都是

设计师

[２]

。现代设计的职的业化是从大机器生产的工

业时代开始的，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社会出

现了设计师事务所，中国上海也出现了这种事务所。

高校设计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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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职业设计师至少在唐宋时代就

存在，只是当时他们多以手工业从业者的身份存在。

设计的职业化，是社会将设计的责任和信任赋予经过

专业训练的人，职业的赋予实际上是身份的赋予

[3]

。

尽管设计师作为职业很早就隐性存在着，但设计师作

为显性的称呼却是近几十年的事。在中国，80 年代以

前，人们习惯称呼设计师为美工，可见当时的社会对

设计师工作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了美化装饰上，装饰性

工作往往只是辅助性的工作，从行业称呼依稀能感觉

到当时设计师的地位并不高。

从历史发展顺序看，工艺优先于艺术与设计

[4]

，

设计是传统的工艺美术在工业时代的延续与发展。

从两者的从业主体来看，传统手工艺人和当今设计

师的工作确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民艺运动的倡导

者柳宗悦曾将工艺分为手工艺和机械工艺，前者是

传统的手工制作，后者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机械化

生产，机械工艺的实质就是现代设计。柳宗悦将手

工艺又分为 3 种类型，即贵族工艺、个人工艺和民

众工艺，这 3 类工艺中，个人工艺体现的是自我意

志，贵族工艺体现的是长官意志，民众工艺体现的

是大众意志

[３]

。当今的设计也可以依照这样的思路来

区分，即官方的设计、个人的设计和大众的设计。

当然，这 3 种类型不像手工艺的 3 种类型那样独立，

设计往往游离在 3 种类型之间。设计永远要面对 3
种人，即设计师自己，客户，和广大的受益者，就

是人们生存的社会，一个良性的体制肯定会消解客

户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

[４]

。在不同倾向的设计中，

设计师的身份角色会不一样。在倾向官方的设计中，

设计师是执行者，某种意义上是在执行客户的意志；

在倾向大众的设计中，设计师是参与者，将大众意

志融入设计；在倾向个人的设计中，设计师是创作

者，通过设计来表达个人意志，进行自由创造，此

时的设计才最接近艺术。

1.2 设计师的酬劳机制

设计师和手工艺人的酬劳机制非常相似，做手

艺好比记件工资，做一件收一份工钱，设计也是如

此，做一个设计项目就计算一份相应的酬劳。但手

工艺中的设计构思与生产制作是结合在一起的，而

工业社会中的设计者和生产者之间是分开的。尽管

设计面对的是机械化批量生产，由于著作权在设计

完成之后就转移到了受委托方，因此批量生产的附

加价值往往会归生产方所有，设计就变成了“一次

性”的工作，换言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设计师

设计的好与坏，由此产生的设计附加值都与设计师

的收益没有直接关系。同样作为创作者的作家却不

一样，作家对其作品享有绝对的著作权，其作品越

畅销，作者的收益就越大。从这一点来看，设计师

和作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作家是文化产品最直接的

生产者和所有者，而设计师往往只是文化产品的表

达者，或者说是创意的执行者，而不是创意的所有

者。设计师受雇于生产方，生产方的意志会对设计

师的工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样的模式下，设

计师的设计成果是别人的，设计师对自我在设计中

的价值感就会降低。

2 资本的导向与生产的附庸

2.1 作为交叉学科的设计

对设计定义的理解决定了对设计师身份的认识。普

遍认为，设计作为交叉学科，综合了艺术、技术、营销

学、传播学等学科，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设计学科的

交叉性要求作为设计执行者的设计师需要有宽广的知

识背景，这对设计师的创意构思大有裨益，但也带来了

一些问题。设计师对交叉学科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设

计本体的研究愈来愈少，设计似乎总是需要“寄生”在

其他学科之下，设计学科似乎要与材料学、工学、市场

学等结合才显得科学。就具体的设计专业而言，每一个

专业都能在其他学科里面找到与之对应的专业，比如平

面设计和广告学、传播学，环境设计和建筑学、规划学，

产品设计和工学、机械学，服装设计和纺织印染学。不

可否认，学科的交叉是设计发展的需要，也为起步较晚

的设计学科的发展起了助推作用，而事实上，设计涉及

的学科面越广，越是说明设计自身的研究系统越单薄。

过于交叉，不仅会丢掉设计的本体，而且会带来一些负

面影响。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使设计师在其他学科面前丧

失自信，而这种不自信使设计必须披上其他学科的外

衣，使人们对设计本体的认识逐渐丧失，设计师的自我

职业身份认同也由此降低。

2.2 作为生产与消费的从属者的设计

设计是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但设计既不提

供生产，又不是消费的必须，它只是依附于生产或

消费的一种服务，既然只是一种服务，它就变得可

有可无。设计并不是世界与生俱来的，因此也就不

是必须的

[５]

。好的设计可以给产品带来数倍于使用价

值的附加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可以脱离附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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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存在，而附加价值却不能脱离使用价值而独立存

在，因此，现代设计不能一味地强调功能的合理性

和科学性。设计对功能的强调只是起到了优化功能

的作用，而不是创造功能。正因为设计不是整个生

产消费流程的必须，设计师面对生产者时就产生了

不自信心理，这种心理会促使设计师盲目夸大设计

的作用来掩饰内心的不自信。设计是生产力只是美

丽的谎言，设计只是生产力的催化剂，它不能等同

于生产力。设计以资本为导向，是社会生产的附庸。

设计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如此，更何况设计活动不

完全是围绕设计师开展的，设计师也不总是处在设

计活动的中心位置

[６]

，因此，在社会生产中，设计师

没有话语权，设计师也只是生产者的雇佣工。

设计只有在人们满足了基本的使用需求之后才

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越是奢侈品越需要设计，因为

它的价值主要集中在使用价值之外的附加价值上。

对于大众化的廉价商品来说，设计的干预度会大大

降低，只需要满足基本的使用功能即可，因此奢侈

品设计师的自我认同感会比普通设计师的认同感要

高，知名设计师的署名也会增加商品的附加值。从

这个意义上来看，设计在生产中的介入程度与设计

师的职业地位成正比，产品对设计的依赖度越高，

设计师的自我认同感就越高。

3 功能的式微与艺术的伪装

3.1 寻求艺术的保护

在与设计交好的诸多交叉学科中，艺术是设计

最好的外衣，尤其是平面设计，较其他一些物质化的

设计而言，很多人习惯认为它是一种视觉艺术，是艺

术化的视觉表现。设计师似乎更认同自己的身份是艺

术家，艺术家能自由表达，不受太多束缚，艺术家也

是自身作品的直接生产者和拥有者，对自己的作品拥

有绝对的署名权，具有强烈的作者意识。近年来，各

类设计比赛和展览层出不穷，尤其是平面设计在全球

范围类的海报展应接不暇。平面设计展在潜意识里是

在模仿艺术展，而平面设计师在潜意识里是在模仿艺

术家，这是因为平面设计师对自身职业价值缺乏安全

感，如果自己所设计的作品能够出现在美术馆或者画

廊里，那就证明平面设计作品可以作为艺术品而存在。

在传统的观念里，艺术是形而上的，工艺美术是形而

下的，这就是为什么设计师要不断地向艺术家看齐的

原因。尽管设计无法从艺术中完全分离，但两者的服

务对象却完全不同。设计为他人服务，而纯艺术只为

艺术家服务。设计过分倾向艺术，会使设计功能被忽

视，为了让设计更艺术，设计师需要特别突出设计的

视觉形式，尤其是平面设计师喜欢孤芳自赏的创造属

于自己的形式，这些形式的视觉特点越强烈，就越能

证明设计师拥有自己的风格，设计师就是靠这个来证

明自己的价值

[７]

。虽然形式是设计审美的重要内容，能

使设计表现更丰富，但是形式毕竟侧重的是设计的视

觉样式，过于注重形式会使设计师忽略设计功能。设

计师通过形式设计玩艺术，却丧失了作为社会观察者

的批判精神。在日本著名设计师佐藤可士和看来，设

计师更像是医生，设计师的工作并非是创造自己的作

品，而是要解决对方的问题。只有设法将解决方法化

成有形之物之时，才能感受到设计的创造力，因此，

对设计的思考，不能仅停留在构图、形式和风格上。

3.2 游离于商业与文化之间

正因为艺术让设计表达变得有更多的自主性，

所以现在很多的设计师都钟爱文化性的项目。较之

商业性的设计而言，设计师可以像艺术家一样，自

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受委托方的限制，最重要

的是设计师可以享有绝对的署名权，把设计当作作

品去完成。在平面设计领域，很多的设计师是用 20％
的精力来做商业项目，挣 80％的收入，再用 80％的

精力来做文化项目，挣 20％的收入，这种现象背后

的原因很简单：商业项目中，客户占主导，文化项

目中，设计师占主导。从设计创作的心理来看，商

业项目中的设计师是在被动地完成任务，文化项目

中则是主动地寻求自身认同，这两种工作机制都是

设计不健康发展的产物。尽管商业也是文化的一部

分，但是在商业项目中，设计师几乎没有太多的话

语权，设计师的地位在客户面前很卑微，好的商业

设计师也只是客户意志虔诚的执行者。处于这样生

存空间中的设计师，对自我的认同感肯定会降低，

于是乎，设计师就会下意识地寻找自我价值存在的

理由，会寻求其他专业的保护，使设计至始至终都

和艺术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4 从无名的设计到作者的设计

设计是一种社会生产活动，设计师是具有社会

属性的人。设计师创作的作品是可视的，设计的价

值是无形的，设计的价值依托于一定的社会标准，

对设计师的剖析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沃尔

夫林以无名的艺术史来批评以艺术家为中心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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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他选择风格为研究对象，设计史家也热衷

于设计的形式和风格研究。很多年代久远的设计，

人们并不知道作者，只有通过分析社会群体行为来

理解设计，这些无名的设计往往归属于特定社会的

某一群体。当今人们对设计的关注也集中在形式风

格和视觉感知上，而设计作品的作者却被人们所遗

忘，这与以艺术家为中心的艺术研究恰恰相反，往

往大众会知道艺术家的名字却记不起他的作品，而

很多知名的设计作品在公众中认知度很高，大家却

不知道设计师是谁。设计的社会性很高，设计师是

社会生产中的微小分子，相比而言，艺术更个人化，

艺术作品只是艺术家独立的、自我的创作。尽管沃

尔夫林对这种以艺术家为中心的艺术观持否定态

度，但从设计师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人们需要对

设计作品的作者有一个客观和公正的认识。

设计师是作品的作者，对作品享有著作权，但

现实生活中的著作权可能不仅仅是归设计师所有。

根据电影理论家查理·戴尔的电影著作权观点，设

计的著作权可能分属个人、多人、集体、企业及社

会组织。在个人的设计中，设计师是作品的唯一创

作者；在多人合作的设计中，设计师的个人作用比

较突出；在集体或团队合作的设计中，个人的贡献

被集体的作用削弱；在企业或社会组织的设计中，

设计师的创作话语权几乎为零，这 4 种类型的设计

师的作者身份认同感依次降低，第一类最个人化、

创作自由度最高，最后一类最社会化、设计的产业

化程度最高。第一类设计的作者是个人，而最后一

类设计的作者是社会群体，对于公众而言，这等同

于无名的设计。

要强化设计师的身份认同，就需要突出设计师

的个人作用，这就避免不了设计的社会性，这似乎

是个悖论，即便是由个人在工作室中独立完成的设

计，其性质也可被视为是社会的。设计离不开社会

生产，设计师也离不开社会，因此设计必须从自我

表达转向社会观察，设计师应作为社会问题的解决

者，在社会中寻找自我认同感。

5 结语

设计师作者意识的缺失，既有历史和社会的原

因，又是设计自身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设计作为一

种无形的服务，是一种“一次性”工作，设计学科的

交叉性弱化了设计的本体地位。设计在生产过程中的

从属地位使设计师的话语权丧失。设计过于追求艺术

使设计的功能式微，这些因素都使设计师对自身职业

的认同感降低。重建设计师对自我身份和职业价值的

认同，需要设计师对作品有作家对文字一样的责任意

识和著作权保护，让设计师成为设计的作者，这要求

设计师将设计从项目命题转向为社会命题，让设计具

有社会批判价值。最根本的是设计师要走到行业上

游，从技术层走向决策层，从听从者变成话语者，从

设计的伺者变为设计的作者，只有这样，设计师才能

脱掉艺术的伪装，变得更加独立和自信。在社会生产

中，设计不再是生产与消费的附庸，而是具有独立价

值和核心竞争力的无形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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