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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厘清设计史叙述的多元性成因，其中包括学者们对现代设计史开端的不同理解与写法。方法 

以西方设计史著作对现代设计史开端的描写进行论述与分析，得出现代设计史开端每种写法的影响与成

因。结论 由于设计史的叙述方式受到了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和技术等的影响，设计史学家们对不

同方面的侧重，结合不同的著作目的进行设计史写作，形成了现代设计史开端的多种叙述，最后对中国

现代设计史的构建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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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clarify the diversity and its causes of the narration of design history, including the different un-

derstanding and writing by design historians of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design history. The influence and causes of each 

writing of modern design history are drawn by describing and analyzing the narration of modern design history based on 

these western books. Because the narration of design history is influenced by history, sociology, art,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design historians focus on different aspect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different works, the history of design 

history is written, and a variety of narrations of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design history have been formed. Fin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design i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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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成为学科尚不足百年，设计史进入学科层面
的研究迄今整 40 年。而学者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与
著作从 20 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了。作为设计学理论体
系的一部分、一项专门学科的历史研究，设计史的叙
述在全球学者的笔下呈现多元性，尤其是英美两国的
设计史学者的丰富成果已经形成了领域内鲜明的研
究高地。 

1  设计史叙述多元性的成因 

设计史的叙述不应该只是线性方式的发展，而应

该、也可能是多元化的形态，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

畛域、不同的标准与不同的方法[1]。设计史叙述多元

性的成因可大致分为外因和内因两部分。其中导致设

计史叙述多元性的外因，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学者处在

不同的时代，来自不同的国家，对设计理解存在变化。

加之设计实践更迭，导致设计学科的内涵与边界的变

化，因此设计史的意义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学者

带着不同的目的撰写设计史，有的致力于向大众宣

传、推广设计，提升公众的设计审美，有的是编写面

向设计专业学生的教材，致力于设计师的培养。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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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时代、国家地区等外在因素的不同外，设计学科

内涵、交叉与综合的本质因素的不断变化，其内在因

素如研究方法、书写视角、研究材料等也存在很大的

差异。在影响设计史叙述的内因中，有的学者沿用文

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史研究方法，有的学者从技术史对

设计物品的影响入手，也有的学者用社会学的眼光重

新审视物的变迁，进而定义设计与社会的关系，也有

的学者采用了设计考古学的方法，在现当代语境下探

讨几百年前的产品及其生产制作。 

另外还有学科本身的争议，如关于设计史和现

代设计史的关系，尽管学者们在观点上还存在较大

的差异，有的认为设计史就是现代设计史，也有的

认为现代设计史是设计史的一部分。史学家们对现

代设计史开端的不同理解，也是构成设计史叙述多

元性的一部分。 

2  西方史著中现代设计开端的几种写法 

本文的材料选取了部分以现代设计史为名的书

籍，或者是在研究领域公认为是介绍设计发展的论著，

也归为设计史的著作。在这些西方设计史学家们的著

作中，关于现代设计史的开端主要有以下几种写法。 

1）现代设计始于 1851 年英国水晶宫博览会及随

后由约翰·拉斯金、威廉·莫里斯等人发起的工艺美

术运动。西方设计史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的代表性

著作《现代设计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

乌斯》被认为是第一本关于设计史的著作，在很多国

家和地区形成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开了设计史研究的

先河，设计史的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2]。佩夫斯

纳在《现代设计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

乌斯》中认为，现代设计始于 1851 年英国水晶宫博

览会及随后由约翰·拉斯金、威廉·莫里斯发起的工艺

美术运动，这种关于现代设计开端的观点，在一段时

间内是设计史学界相对认可度 高、影响 深远的一

种写法。自第一届国际博览会以来，世博会就与设计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3]。全书采用艺术史的方法构建

设计史，以精英设计师为主线贯穿整个设计发展，以

“好的设计”准则对设计作品进行遴选，重视时代精

神，创造了设计史的概念，影响了公众对于设计的趣

味和观念。这场由阿尔伯特亲王筹划、规模盛大、耗

资无数、意在向各国彰显英国强大的万国工业博览

会，在佩夫斯纳的论述中其出场的目的是引出知识分

子们对这场博览会的态度、对“恶性膨胀的社会环

境”[4]的批判。这种批判成为后来艺术改革的思想动

力。起到社会变革导火索作用的水晶宫博览会和带有

批判、反思、实践与引领使命的精英人物先锋威廉·莫

里斯，发起的“工艺美术运动”在英国设计史家尼古拉

斯·佩夫斯纳笔下成为了现代设计的开端。 

2）由于现代设计的产生与工业革命有密切关

系，所以现代设计史的开端也就是工业革命的起始

时间（18 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引起史学家们的关注

是由于 1884 年英国经济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文集

《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演讲集》的出版。同样，技

术史引起了设计史家们的关注，如西方设计史家西

格弗莱德·吉迪恩 1948 年出版的《机械化掌控：一

部无名的设计史》和雷纳·班纳姆的《第一机械时代

的理论与设计》等。1986 年，英国设计史学家阿德

里安·福蒂出版了《欲求之物——1750 年以来的设

计与社会》，从书名即可判断，将现代设计的开端时

间确定为 1750 年，也就是 18 世纪中叶。而汤因比

关于工业革命的演讲对象是乔治三世，其在位时间

为 1760－1820 年，因此这个时间段也被认为是工业

革命的起止时间。福蒂是紧紧围绕设计物品的批量

生产与商品性，以及欲望的源头，是从社会学角度

进行现代设计史开端的确定。另外，福蒂对工业革

命的理解还反映了历史学对工业革命的更进一步认

识，不以帝位为准，而是以技术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更接近工业革命的本质。 

3）18 世纪初。18 世纪初不仅工匠的手工造物活

动与今天设计师的设计行为有多重相似，就连发明家

和工程师的一些自发行为也带有工业设计的意味。丹

麦阿德里安·海斯等人出版的《西方工业设计 300 年》

中，以多年搜集的设计物品的图片资料为基础，按照

木材、玻璃、金属和陶瓷这 4 种设计材料分组，结合

出现的年代排列成序（从 1700—2000 年），描绘了设

计与材料之间的关系。设计史的经典教材、美国设计

史家大卫·瑞兹曼的代表作《现代设计史》是从路易

十四时期（也就是 18 世纪初）开始现代设计史的构

建。瑞兹曼认为手工制品的历史不应被排除在现代设

计史外，一方面，由于人们喜爱手工制品并怀有特殊

的感情，直到今天手工制品在生活中也处处可见。另

一方面，对现代设计史向前追溯一段时期，能将许多

事物联系起来。在手工艺发展史中，18 世纪的手工

制品在精美程度和质量上，是前代所无法媲美与企及

的，而且生产规模庞大，建立了国有的手工工场而不

是小作坊，可集中全国的力量并实行劳动分工[5]，因

此，瑞兹曼把 18 世纪初手工制作的时代作为现代设

计史著作的开端。 

4）以 20 世纪为起点的设计史。世纪之交作为现

代设计史撰写的起点，一方面可以避免时间节点选取

有可能带来的争议，另一方面将除旧立新与人们对未

来的美好愿望结合起来。根据目前的资料来看，雷纳·

班纳姆于 1960 年出版的《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

计》，是第一本采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作为设计

史开端的著作，“该书着重研究从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方建筑与设计……被广泛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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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设计史、建筑史学科研究的一座里程碑[6]。”尽

管继承了吉迪翁对现代技术的推崇，对历史时代的划

分采用与科学技术变革有关的标签，但是班汉姆对现

代设计及其起源的密切关注，是对佩夫斯纳设计史研

究的延续，试图从 19 世纪末现代运动中的先锋派那

里找到革新的动力。乔纳森·伍德汉姆在《20 世纪的

设计》中避开具体历史事件，以世纪交接为史述起

点，是一种相对纯粹的历史时间的划分，而 2006 年

出版的《现代设计词典》，涵盖了从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的各类设计资料。彭妮·斯帕克的《设计与

文化导论》与《设计百年》系列，都是以 20 世纪初

为起点，介绍在国际文化、社会和经济背景下的设计

发展，但是《大设计》是从 19 世纪的生产模式变化

开始论述设计与生活物品的变迁。由此可知，以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的世纪交替，作为现代设计史著

作的开端，只是欧美二代设计史家在设计史著作中

常用的写法之一，并不意味着现代设计就发端于 20

世纪初。然而，美国设计史家维克多·马格林于 2015

年出版的鸿篇巨著《世界设计史》，涵盖了从史前到

一战、二战，再到当代设计，根据书中设计进入“现

代”发展阶段，也是以世纪之交作为现代设计史的开

端，反映了一种全球视野下的设计史阶段划分。英国

策展人、艺术评论家彼得·多默在《现代设计的意义》

对现代设计的论述始于 20 世纪初，并认为 1945 年之

后的西方设计存在于自由的资本主义文化之中，且为

之服务。多默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将消费主义与现代

设计联系起来，其中 1945 年是重要的时间节点，并

且结合全球发展史可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了“现

代设计的意义”的重要转折。 

3  确定现代设计史开端的几个方面 

现代设计史区别于手工艺时代的设计史，反映的

是近几百年的设计演变，是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一部

分，因此现代设计史的开端一定会受到历史学与社会

学的影响，而社会发展动力通常被归因为技术革命，

因此技术史也会在现代设计史中留下痕迹，而艺术史

对现代设计史的影响，不仅由于设计与艺术的密切关

系，在历史书写上也有很多的相似。结合已出版的现

代设计史著作，确定现代设计史的开端需要考虑以下

几个方面。 

3.1  设计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 

任何与历史相关的著作都会涉及到历史阶段的

界定，设计史也不例外。其中近现代史，既要参考国

家历史意义，也要参考全球史观。从历史学的角度来

看，近现代史的划分主要是基于政治意义，相对客观

的界定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因此政治意义对设计历

史阶段的划分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早期的历史研究认

为工业革命始于 1760 年就是基于乔治三世的在位时

间，两次世界大战也影响了很多设计史书对设计发展

阶段的划分。设计史与艺术史的研究方法皆属历史学

的范畴，两者互相依存，密切相关[7]。 

3.2  社会学视野下的设计意义 

由于现实是在社会中构建的，而人的行为具有隐

蔽的社会原因，包括设计师、设计史家、设计物品的

消费者、使用者、设计决策者等，因此在一定的社会

关系中，不同职业和社会角色的人对理论与现实的解

读存在一定的差异。如《西方工业设计 300 年》就是

丹麦奥尔胡斯建筑学校的 3 位教师在 25 年的教学生

涯中积累的产品图片为素材所撰写的，面向设计师的

设计与材料的工作手册，又从设计考古学的角度对产

品及其材料的生产加工条件进行了还原，因此既是教

授如何做设计的设计手册，也是一部设计史著作。而

英国由于历史研究较为发达，大部分史书所谈论的问

题已经脱离了对设计实践的指导作用，上升到更深层

的社会思考与哲学辨析。 

3.3  艺术学研究对设计史研究的影响 

瓦萨里的《大师传》长久地影响了设计史中对精

英设计师及其设计作品的关注。如佩夫斯纳的《现代

设计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就是按

照一定标准对设计师及其作品有选择地纳入设计史。

长久以来，设计活动一直被视为一种造型艺术。艺术

似乎天然地成为设计史演变过程的重要推动力[8]。另

外设计作为艺术家关注和从事的领域之一，也成就了

设计与艺术彼此的兴衰。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剖析了技术革命

引起的现代艺术危机并提出“光晕”的消失，其中也包

括对手工艺的巨大冲击，但这一艺术危机同时恰恰蕴

含着现代设计的兴起。 

3.4  技术史对设计史的影响 

纵览现代设计史，产品设计的发展就是产品型态

与技术应用关系的发展过程[9]。工业革命时期也是一

个发明创造的黄金时代，工程师从事生产机器及其产

品的设计，在欧洲盛行一时，包括俄罗斯。结合国际

关系与历史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化建设的过程

中，工业设计与工程师、工程技术有直接的联系，就

是受此影响。而技术发明与个人智慧的法律保护（知

识产权等）建设有直接关系，因此设计发展与专利等

法律的逐步完善也有藕断丝连的关系。由此可见，技

术史对设计史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由艺术传入的间

接影响，同样技术也作为桥梁，建立了法律对设计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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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现代设计史开端的不同写法是设计史叙述多元

性的一部分，尤其是受到了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

和技术等的影响。设计史著作逐渐呈现出更开放地观

察历史的、现代的、全球的共同现象。设计史是依据

设计事实而撰成，没有史实，就没有历史[10]。反思中

国设计史，首先要区别于工艺史，也不应该是由出土

文物构成的墓葬设计史，更不应该是皇家物件拼凑的

宫廷设计史。同时，中国现代设计史更不能是西方设

计史的接受史，而应该伴随着中国艰辛的现代化之

路，反映自身的造物活动与造物思想，并区别于其他

国家的工业崛起与民众生活变迁，因此，中国现代设

计史的构建，不仅是重构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记录与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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