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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设计境界说的美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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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设计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的过程中，物境、情境、意境理论在现代设计中

的价值认知与应用策略。方法 通过对设计中“三层境界”的研究，明确其与设计本质的关系；通过追

寻“物境”、“情境”和“意境”的层阶关系，及其在设计中的运用和体现，从物境下的“有我之境”至

情境下的“物我观照”、再到意境下的“无我之境”。结论 当今时代设计的消费浪潮背景下，寻求设计

的意境，主张从设计的“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升华，具有设计伦理意义。这种设计思想与实践对

于今后设计发展具有超前性和先验性。从“境界说”概念、以及物境“用思”、情境“驰思”、意境“而

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的研究，寻求设计中“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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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Connotation of Self and Selfless in Art Design 

WANG Yan, YANG Wen-ya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It studies the process from self to selfless in art design and the value recognition and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the material, emotion and imagery contexts in modern design. The aim i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contexts and design itself and seek the tier in the three contexts from material self to reflection of self in emotion and to 

selfless in imagery. Three contexts in design are comparable to those in poetry. Design begins with the material context 

and combines thoughts with design materials to seek perfect union in imagery when material and self merge into oneness. 

The search for self to selfless in design has ethical implications for design in the present da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consumerism. It is both progressive and existential. It will study the concept and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art design from 

self to self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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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论及“有我之境”与“无我之

境”[1]两种不同的诗学境界，在其著作《人间词话》

中，他指出“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

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

物。”而对于如何达到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

的中间状态，先生却没有提及。更早时期，唐代诗人

王昌龄亦指出诗的三种境界，在其诗学杂论《诗格》

中，他认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

意境[1]。对于三境，王昌龄进一步以“用思”、“驰思”、

“思之于心”加以解释，这恰好契合了王国维从“有

我之境”到“无我之境”的过程，也与设计过程中构

思、设计、完成相契合，是古诗歌创作精神对现代设

计的完美启示。王国维先生的两境之意，显然正是王

昌龄三境之说的延伸和概括，是有我意识到无我意识

的升华，也是设计过程的背景映射。 

与这一思想相对应的西方学说，包括设计心理学

家诺曼的情感化设计和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

前者对设计心理做出了具体分析，并将之分为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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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与反思 3 个层面，而后者建立了人类需求金字塔

的模型，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

需求、自我实现需求 5 个层次[2]。它揭示了一个从物

态化设计形式到自我实现设计普世价值的意境化设

计过程。显然，意境化设计是人本主义更高层次的表

现，是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设计形式。无论是西方的情

感化设计还是人的需求层次理论都与“境界说”有着

密切联系。精神化的满足是中国文人影响下的设计体

现，背后更隐含了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这

种更高阶层的设计思维，是中国传统设计文化追求意

境与西方现代设计文化过多追求物境本质上的区别。 

1  境界说的内涵及其设计价值  

关于“境界说”的发展历程可谓比较悠久，早在

先秦就有了“意境说”的概念，也在同一时期，“竟”、

“境”、“境界”等词汇也相应出现，佛教直到汉明帝

夜梦金人，逐渐传入中国，作为原本主要用以佛教的

“境界”这一提法，其内涵逐渐延伸，进入文学范畴。

“境界”一说自唐代开始达到鼎盛，随后历朝历代的

文人都加入这一学说的行列。近代中国，王国维结合

西学理论，将“境界说”进行了本土化与现代化的演

绎。他区分了“诗人”与“常人”两种主体境界，主

张以“真”来进行物像与情感的描述，而后进一步从

方法论上提出境界的“造”与“写”的对应手法，进

而完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内涵与外延。

这些都体现出其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物我齐一”

向西方康德、叔本华的主客体二元论的思维转变，带

有了越来越显著的西方色彩。 

引申到设计的语言，物境中的“用思”即是从“我”

之需出发的设计构思，情境中的“驰思”即是“我”

之构思与所思之物的设计情态融合过程，意境中“得

真”的即是“我”之构思与设计对象完美融合。无论

是诺曼提出的情感化设计还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再到巴巴纳克的设计伦理观；无论是产品、建筑还是

平面设计，都蕴含从物境至情境再到意境所要表达的

内容。 

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都扎根自中国艺

境中儒释道的深度融合。那么从“有我之境”到“无

我之境”，从“用思”到“得真”这些过程是如何印

证现代设计的背景，先来看一下“境界说”的发展。 

2  “用思”在物境设计中的溯源 

中国哲学体系及其哲学思想的至高境界在于和

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两者都在

天道观上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并将天与人的和

谐统一作为最高的境界。尽管，追求“有我之境”的

儒家文化和追求“无我之境”的道家文化在人生观、

审美观上的差异，导致了两者在审美意境观念上的不

同；但正是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美学文化“境界

说”的核心范畴。 

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在对天和人的认知程度上

略有差异，故而两者影响下的设计也不同。儒家的内

涵是将人置于社会伦理之中，注重人的伦理价值，最

终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的“人乐”；道家文化的内涵

在于道法自然，注重人的自然属性，最终达到人与自

然和谐的“天乐”。显然，道家从宏观的角度将天人

同源的自然本质“合一”化和“无为”化，尊重天与

人的和谐统一，同时竭力避免天和人自然属性的破

坏，避免一切造成其对立性的“有为”和“妄为”。 

从古典美学角度来分析，“意境”美源于道家，

老庄排斥耳目声色之娱，提出“味无味”[3]和“神重

于形”[4]的观点。老庄眼中的最高境界的美是超越一

切形式美的生活境界之美[5]，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中

国传统艺术中诗、乐、书、画、戏曲、小说乃至园林

建筑在艺术意境上的追求。 

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在苏州博物馆的庭院景

观设计中，充分体现“天人合一”的古典美学理念，

设计延续了苏州古典园林风格和意境，在分析博物馆

周边环境的基础上，在其庭院布局中将内、外空间进

行巧妙的联结与叠合，使建筑与空间环境融于自然。

“以壁为纸，以石为绘”，博物馆独出心裁的山水景

观，呈现出一幅情境交融的景象。 

3  “驰思”在情境设计中的实证 

“驰思”的状态是将主人公的感情色彩融入到艺

术创作中，并通过艺术作品传达给受众群体，那么中

间维系的纽带就是情感化设计。当今设计中情感包含

了设计师的思想和目的，如何将这些情感因素通过情

感化的创意工具表达和实现，都是设计师需要考虑

的。按诺曼的说法，情感化包含了“本能层、行为层、

反思层”[6]。本能层可通过视觉的形式展现出设计师

对作品的观察和理解，视觉设计越是接近受众本能的

思维水准，就越容易让人接受和喜欢。行为层注重人

的感性心理需求和情感互动体验，如何使产品和用户

形成良好的共鸣也是设计师需要注重的。反思层真正

满足了受众的情感需要，当设计师所理解的作品内涵

和意义通过物品展现在日常生活中，并成为生活的一

部分，那么就加深了彼此的感情，受众的满意度就会

体现，爱就产生了。 

从体现人的价值和自我价值实现问题的马斯洛

需求理论，同样是充分考虑到人的情境。生理需求和

安全需求的满足是个人价值的范畴，社会需求和尊重

需求属于个人价值范畴，同时配合了社会和他人的给

与，自我实现需求是人的需求中最高的层次，也是属

于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范畴[7]。 

“外星人”榨汁机利用简洁怪诞的有机形态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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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种戏剧性，将设计师试图传达的情感性蕴含其

中。设计师力图通过这一设计来制造调解家庭氛围的

话题，其实用性不全在榨汁这一实际功能，而在于促

进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一设计是设计师在尊

重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对自我价值的一种

实现，将“有我之境”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是情感化

设计的最佳展现。 

4  “得真”在意境设计中的展现 

古诗歌创作中的“有我之境”是展现人物情感色

彩的艺术境界；“无我之境”则是以隐匿的手法将主

人公的情感色彩深化在客体中[8]，比如中国古代文人

喜欢的自然山水等。诗歌中的这两种境界前者在抒情

诗中运用广泛，以情为主，大体是情语；后者在山水

诗中运用广泛，以景为主，大体是景语。两者在诗歌

意境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主人公感情色彩的隐与显

的不同。而设计中的“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同

样也是展现了设计师所要表达的情感。 

“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

为物”[1]表达了创作者一种超然的心态，脱离功利的

角度，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巴巴纳克认为，设

计的最大作用并不是创造商业价值，也不是在包装及

风格方面的竞争，而是一种适当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的

元素[9]。科技的变革改变的“有我之境”，生活质量

逐步提高，人类从体力和脑力劳动中得以解脱。在消

费主义大潮中，应避免“有我之境”所造成的材料滥

用、粗制滥造、劣制、伪饰等状况，同时更应避免拜

金主义等错误的价值观念和趋向。巴巴纳克在《为真

实的世界而设计》一书中不仅论述了“有我之境”，

还在更高层次上考虑到“无我之境”，他强调了设计

师作为创造者所肩负的职责，倡导社会可持续发展与

绿色设计理念。 

著名建筑师王澍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建

筑设计中，找到乡村的泥瓦匠，利用拆迁的几十处村

庄残留的废弃砖瓦，以中国传统的手工建造工艺“砌

石头”来“装饰”新建筑，利用承载着历史的回收材

料和传统手工艺所带来的历是史价值和视觉张力，唤

醒民众对这个城市的回忆，从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无

我之境”。 

5  结语 

通过探究设计中“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

设计中最真实的“境界”不是达到“有我”的物质需

求和满足，而是更好地展现“无我”的“天人合一”，

提醒我们不必刻意追求“新卖点”、“新市场”，而应

超脱“有我”以外的内容，从“有我之境”到“无我

之境”的启示，给未来的设计引发无尽的联想，而当 
 

“意境说”的设计思维真正融入意识中时，中国古人

所提倡的“意境说”才能真正在当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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