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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rchaeology Overview 

WANG Li-hong, HUANG Xiang-dong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and construct a new discipline system that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imes. From the concept of design archaeology, based on such two discipline sys-
tems as design and archaeology, the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archaeological relics and un-
earthed cultural relics and plenty of literatures. With the concept put forward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constantly improved, 
a new discipline structure for design archaeology was constructed with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design studies.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s improv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China's "intellectual" creation, so that 
China's modern design can find the great support of hard nuclear thought in the historical arsenal.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o inherit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
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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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设计史已经不再是以单纯由文献记载构

架起来的设计史，随着考古发现，丰富的古代设计品、

考古实物已经成为设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国考

古学诞生以来，境内发现了众多的古代出土文物，这

些文物向人们展示了历朝历代的设计风格，比传世作

品的内容更丰富，比文献记载的资料更形象。随着中

国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设计考古在中国设计史与考古

学的研究中都占有极大的份量。设计考古也自然而然

地形成了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的一门学科并日趋成熟。 

1  概念提出 

设计考古是一个新概念，可以将其定义为架设在

设计学和考古学之间的桥梁。既然用了桥梁一词，就

应该先从两端出发，认识设计和考古的基础概念，从

而形成设计考古概念比较清晰的认知。 

1.1  设计 

通常来说，设计是指将一种原始想法通过合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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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与缜密计划，再通过多样形式进行表达的过程。众

所周知，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界对话，同时亦与世界

进行着不断改造，文明由此创建。这一过程当中，大

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被不断创造出来，其中最基础且

最为重要的活动就是造物。可以说设计就是造物活动

进行的预先谋划，可以把任何与造物相关的活动过程

理解为设计[1]。《伏羲女娲图》画中伏羲左手持“矩”，

女娲右手执“规”，“规”和“矩”是我国古代非常重

要的绘图度量工具，也是设计的基础，见图 1。 
 

 
 

图 1  伏羲女娲图 
Fig.1  The picture of Fuxi Nvwa 

 

1.2  考古 

考古，表示古代遗存中（尤其是原始社会）所观

察到的共同体。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进行

历史文化遗迹考察和古代遗物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北宋学者吕大临就著有《考古图》

一书，可却只限于对一些经典的青铜器和石刻的搜集

与整理，与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含义差异较大。中国

考古学随着形成一定学术体系的“金石学”的不断发

展而逐渐形成；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同时伴随着

我国众多学术机构对越来越多的考古遗址展开发掘，

相关理论研究逐渐深入，从而诞生了中国的近代考古

学；尔后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考古学

体系逐步建立且日臻完善。 
考古学是通过大量丰富的实物遗存，在尊重客观

的基础上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科学。1921 年在河南

省渑池县仰韶村的安特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彩陶

遗址。由此，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诞生了。对中

国而言，“考古学”之说本是舶来品，藉由西文词汇

"Archaeology"翻译而来，而希腊语的起源将其比较准

确地指向“研究古代之学”的理念。西方考古学早期

主要以含有艺术价值的文物古迹为研究对象。19 世

纪开始，研究对象指向了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古物，时

间上可以从昨天追溯到几十、几百、几千甚至几百万

年以前[2]。 

1.3  设计考古 

设计考古概念的提出有着比较鲜明的时代特征

与现实意义，是时代的呼唤。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

变化都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设计领域因其实用与

功能性的特点，与时代的结合则更加紧密，亦更要遵

守“笔墨当随时代”的发展规律。任何新概念的提出，

一定要适应社会特色以及时代需要，同时还要具有前

瞻性。正如刘勰《时序》篇：“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又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

虽百世可知也。”意为任何事物的发生与发展一定要

反映时代现实，因此新概念的使用亦应与时俱进[3]。 
正值包豪斯一百年之际，再一次反思设计理论上

的几个重要观点：首先，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强调

了艺术创作与先进技术相互促进的积极意义；其次，

设计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强调了在设计产品从内容

到形式的审美追求过程中人的重要性；再次，设计一

定要遵循自然与客观规律，强调了常识的重要性。以

上观点的提出具有现实性的积极意义，推动了现代设

计由过去追求自我表现和小众的理想主义，逐步走向

靠近大众生活的现实主义。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与以往相比，现在的

人们开始用一种新眼光重新审视过去的一切，经历了

岁月磨砺的设计一词亦要经历再认识的讨论。改革开

放之后的中国现代设计，对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

和振奋民族精神的贡献不可估量。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渴望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层次的思考，对设

计历史与现状作出新的认识和表达。考古学属于人类

学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鲜明地对照着设计行为，一

直都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4]。 

2  设计考古学的意义所在 

设计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设计行为一直都伴随着

人类社会的发展脚步。从生存角度出发，人类天生具

备追求达成各种目的的设计意识，考古学应当为设计

史的重建提供特殊贡献 [5]。在人类社会大发展的今

天，创意设计成为重要生产力已是不争的事实。当越

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关注历史传统对自身的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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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试图查证考古发掘遗存中功能与审美的意义所在

时，设计与考古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呈现出必然趋

势。建立设计考古学的体系，可以丰富和完善设计史

与考古学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理论学

术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 
设计思想从人类创造出第一件生产工具的旧石

器时代即已产生，虽然与大工业时代背景下的设计思

想有着巨大不同，但是追求实用功能与形式美感的本

质却是相通的。以人类加工痕迹明显的阿舍利手斧为

例，见图 2。阿舍利手斧不仅是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古

老的石质工具，还是直立人阶段人类的伟大创造。通

过对阿舍利手斧的观察研究，可以体会到蕴含其中的

先进性，手斧进行的是全方位加工，左右及正反两面

基本对称，形态规整标准，一端尖且薄，另一端则略

显宽厚，握在手中具有适配感[6]。从目前出土的实物

显示，这是史前时代第一类进行全维度打制、精细加

工的标准化重型工具，代表了早期直立人石器加工制

作的技术水准，呈现出非常明确的设计思想与设计实

践能力，是远古人类技术与智能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这些信息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距今两百万年左右的 
直立人非常心灵手巧，具备了高超的认知能力和思维

水平。 
 

 
 

图 2  阿舍利手斧 
Fig.2  Acheulian hand axe 

 
通过考古学的科学认知，可以辨别各个国家与地

区不同历史背景下的设计形式和思想的差异性，有利

于现代和未来意义上各地区之间的良性沟通与合作。

在倡导一带一路的国家意识下，设计考古人才培养具

有战略意义。 

目前，中国的设计实践并不处于领先地位，中兴

事件的尴尬，中国“芯”战略的提出，用事实进一步

证明了“国际经济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

是创新能力的竞争”的战略思想。民族复兴需要文化

自信，以创新能力作为第一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在历史文化遗存中挖掘人文

价值和设计意识，将有助于中国现代设计思想体系的

完善，积极推进设计实践领域创新成果的发展，从而

达到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变中国制造为中国“智”造

的战略目标。因此向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不断汲取

先贤留下的设计智慧，显得尤为重要，也是设计考古

学提出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作为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

一，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自中国考古学诞生

以来的近百年间，无论是旧石器时代简陋的砍凿器、

新石器时代丰富的彩陶、夏商周时期用于礼制的青铜

器，还是秦汉时期巍峨的建筑与华丽的服饰，以及唐

宋元明清时期的瓷器等大量出土文物及遗址，这些众

多的考古发掘成果，不仅表明了当时生产的进步、文

化的提高、造型能力的强大和人类生活的改善，还体

现着实用和美观完美结合的设计思想，向后人展示了

历朝历代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设计风格[7-8]。那些多

姿多彩的历史文化遗存，是最好的并且可以传承的设

计艺术载体，是值得现代设计从业人员学习和提高设

计能力的优秀资源[9]。目前高等艺术院校里所教授的

设计史，多数建立在工业化革命之后，以西方语境下

的知识体系为主，使得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文化长期

处于缺席状态。如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是每一位设

计设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当代设计艺术领域，一直以来都受到西方文

化的巨大影响，形成设计艺术的西化趋势，使得中国

现代设计领域面临巨大挑战[10]。然而随着中国考古学

的发展，设计考古在中国设计史与考古学的研究中，

因其角度不同而彰显出独特魅力。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大数据信息时代，

伴随现代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衍生出各种新的设计

载体与技术手段，与之对应的设计理念亦不断涌现。

这些扑面而来的新生事物，不仅打开了设计从业者的

视野，而且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全新而广阔的创作空

间，与之对应的设计概念内涵与外延，也发生着重大

变化。作为中国现代设计的从业者，要学习和积累各

方面知识，培养现代设计中的历史观，回望历史，探

寻中国现代设计的重要源泉。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

自身素质与设计能力，加深学习并理解人类历史和社

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尽量把握时代文化的发展趋势，

以及设计倾向和美学特征，努力做到充分理解在新的

历史时期下大众生活审美需求的普适性，从设计内容

的准确性到表现形式的创新创意，再到具体实现的技

术手段都要不断提高，以对应时代的呼唤，适应社会

的需要。只有在多向思维中独辟蹊径，通过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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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不断积累，才能够达到开拓设计师视野、打开创

造性思维、以独到视角审视万千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

关联性的效果，进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全新排列

组合设计关系，获取创新成果。 
今天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科学

技术等多种领域迅猛发展的新时代。这些领域不断突

破原有壁垒，在很多概念基础上进行全新的扩展和延

伸，为设计从业者们带来了更为广阔的的创作空间。

由于社会环境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科技领域不断推

陈出新，各个学科的外延都在不断伸展，甚至是彻底

变革，这些都是社会大发展的必然趋势。 
长江后浪推前浪。通过审视人类历史的演进过

程，不难看出人类思想的表达方式一直以来都是紧随

社会进步而发展变化的。很多传统学科的原有概念以

及构架体系正面临着一场全新的变革。飞速发展的各

项技术与多元化复杂的经济环境，促使从业者们必须

打破默守陈规的惯性，那些原有的学科局部概念与形

态，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这就

需要打破壁垒，建设一个更大范畴上的全新理念，用

以观照支撑这些巨变。 

3  设计考古学发展前瞻 

3.1  提高文化自信的重要推手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遥远而漫长，中华文明的发展

亦是如此。考古发现，从史前到近现代，每个阶段都

有丰富多彩的设计作品，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设

计水平和设计思想。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不仅是现代设

计的多元启示，而且是提高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推手。 

3.2  时代的呼唤 

工业化大革命背景下，人类社会漫长的设计实践
史和设计思想史很可能就被忽略了。现代设计包括不
可分割的功能实用和艺术表现两个方面，两者的有效
结合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这些对艺术家
而言可能表达为个性，而作为社会使用功能以及普适
性的审美需求就是设计。寻根探源、回望历史是一个
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我国现代化大发展历史时
期的强烈呼唤。 

3.3  新概念提出及新学科建设 

设计考古是一个还没有被人提及的新概念，具有
开创性和创新性。概念提出与研究成果的不断完善，
搭建了以考古学材料和设计学考察共同完成的设计
考古的新学科架构。通过教学实践的不断推进，培养
设计考古后续人才，使他们能够进行主动研究，不断
完善学科建设新体系，积极响应教育部新文科建设的
科学倡导。 

3.4  达到中国“智”造的战略目标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是中国设计师在历史武库

中找到设计思想的巨大支撑。加强民族自信，中国设

计要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期发展建设的自主之路。 

4  结语 

设计考古概念具有开创性和创新性。经过十余年

的前期研究积累，从概念提出与研究成果的不断完

善，初步搭建了以设计学考察和考古学材料共同完成

的新学科架构。希望能够在多个领域培养具有新时代

创新意识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为中国设计师在历史

中找到设计思想之源；着眼于当下历史文化遗存的价

值转化与提升；以新的研究视角推动设计考古学科建

设工作的全面展开，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新时

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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