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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艺术与设计伦理

李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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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艺术是设计行为的一个分支领域，当今人类社会正在日益普遍地关注着设计行为的社会责任时，伦理学的主题进入使设

计艺术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命题。 

    一 

    一个时期以来，美术设计理论与设计艺术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强调其科学属性、商业属性的倾向，前者为了强化其工

作的规范与效率，后者为了提高其与市场经济的规律与操作模式的匹配，如果从美术设计是为优良的工业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服

务的实用美术这一定义出发，这种发展趋向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强调了这两种倾向之后，“美术设计”本身的属性应当置于

何处，这一基本的前提反倒在某种程序上被“淡化”了。对这种“淡化”，笔者以为有必要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因为如果在这

一问题上不能得到及时的澄清，任凭其继续发展，那么美术设计的研究与创造，都仅以单纯的形式与市场效益为目标，美术设计

的产品将成为一种“工业产品”，就像其他任何工业的产品一样，纯粹是商品和消费品，与艺术无关，最终势必形成一种极为错

误，也是极为危险的导向。以艺术的名义指导物质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是人类追求文明与进步的表现，即使在产业化生产与商品

经济的时代，人类也应当懂得如何在物质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中保持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应当懂得如何在生活方式中最终保持一

种文明的与审美的精神内涵，而绝不是将美术仅仅限定为一种笔墨游戏。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一问题所关系到的方方面面不仅仅

限于美术设计的领域了，就是在一般艺术的领域中，人们如何理解与实践艺术的真正涵义这一基本的前提也是不能“淡化”或

“错位”的。 

    前不久，听说国内已有专门从事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教育的学院在准备筹建绘画系与雕塑系，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强调设计艺

术中艺术表现手段的重要，而是为了有助于在设计艺术中重新确立一种艺术理想的氛围与探索精神。听说之后，不禁为这种富于

远见的举措与思路叫好。如果设计艺术意识的问题真正得到了解决，设计教育与专业美术教育就不一定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

事实上只要学生真正想学成一名合格的设计师，无论学什么、怎么学，都可以找到成为合格人才的学习方法，尤其是在今天，设

计活动活跃的范围不断地向社会的各种行业、各个领域扩大，在很多场合，社会的人才需求中设计人才与美术人才的界限并不是

那么清晰，设计教育、美术教育、音乐教育这些艺术教育不同门类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藩蓠，那么我们又何必在设计艺术教育与专

业美术教育之间一定要设一道鸿沟呢？应当说，当最早的设计艺术还处于专业意识不明确、不巩固的阶段时，强调设计艺术的个

性特点，以与专业美术相区别，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当设计艺术意识真正产生了作用，设计艺术在形成积极的、稳固的专业意识

时，设计艺术与绘画艺术等专业美术之间的界限则不必非常明确，因为其设计艺术的根本原则与出发点仍然是一致的。今天国内

设计艺术发展的新动向正表明了这一主张是现实的，也是符合发展方向的。而在这里，我们更想补充的是，正因为今天的设计艺

术已经过多地体现了经济的气息、商业的气息，而缺少了一点艺术的氛围、审美的氛围、理想的氛围，所以设计艺术不仅可以接

受专业美术的渗透，而且更需要呼唤艺术的灵魂。如果真正能够在设计艺术教育的绘画类、雕塑类课程中溶入一种艺术理想追求

的主题、一种艺术伦理的主题，借助这一过程，将历经千年的艺术传统所体现的为人类崇高的艺术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在设计艺术

中更有效的培育起来，我们认为这些课程的开设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说，在纯艺术领域，艺术道德内涵的匮缺还因其与生活距离的不同尚不显得那么突出的话，那么，在设计艺术领域，则



由于其对于生活的强行干预性与介入性，已经产生非常明显的不良后果。即使由于目前国内工业化程度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

距，有些现象在国内的表现还不十分典型，但如果在设计艺术中，对这些问题不及时指出，我们的教育则必定是短视的、滞后

的。 

    二 

    从完整的学科体系来说，设计艺术中的设计伦理应当与设计意识、设计方法论、设计技能一样，成为设计艺术学科中一个稳

定的组成部分。 

    在目前，大体上已经没有人怀疑设计美学对于完整的美术学学科的重要性，但实事求是地说，不仅在国内，就是在世界范围

内设计美学所应包涵的教学主题也许还未完全到位。在一般所进行的设计美学探讨与教育中，所论及的内容基本以艺术美论、工

艺美论、材料美论、形式美论、符号学理论，再加上一些视觉心理、设计心理与消费心理的内容构成，但这是不完整的。 

    在一般的人文学科中，伦理学与美学的界限当是相对清晰的，但人们也不能不承认，伦理的研究进入一定的层次时，它更接

近于美。 

    设计伦理的内涵，包含了从微观伦理到宏观伦理的各种层次。每一件工业产品在不同的层次上表现着各种意义的伦理内涵，

每一件产品的广告宣传都在渗透着一种关于消费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比如，一次性使用的筷子，以“卫生方便”为名，但实际上

并不卫生，同时更是对木材的大量浪费，一棵成材的树木成长期需要十年到百年以上，但在一次使用中却不到十分钟就可能完成

了使命，这样的消费方式是无论怎样计算也无法求得伦理的平衡的；据统计，中国目前能适合于生产一次性木筷的木材资源在大

量出口和国内大量消耗的情况下，已经只能使用不到十年的资源水平；大量用于礼品包装的塑料、木材、纸张甚至更为昂贵的材

料也都是一次的，有的甚至只是从零售商店交给消费者手中的一瞬间，消费者拿到手后立即扔掉，国外包装业界大声惊呼：大量

工业产品从生产线到垃圾筒的距离正在一天天的缩短！ 

    三 

    如果说，一次性产品设计的误区表现为一种明显的伦理缺陷的话，那么即使在另一些产品本身设计得非常成功的产品中，也

同样存在着多种涵义的伦理缺点，人们不能不对之加以审慎的考究。比如，作为现代生活方式构成因素之一的家电产品，如果从

正面积极的伦理意义加以探讨的话，一种方便的遥控开关家用电器，对于身体不便的使用者来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设计。它可

以保证所有使用者都有平等的使用权利，它的出现为占人类一定比例的身体行为不便者的群体与能进入现代化的消费社会创造了

有利条件。如果这种技术使用得当，完全可能成为一种具有进步的、积极的伦理内涵的优秀设计；但是，如果从负面的伦理意义

去探讨的话，遥控器件的普遍使用并非十全十美的产品策略。当今天的家用电器厂家普遍以自动化、遥控化的配备为产品更新的

理由、为更大的商业利润追求目标时，有人尖锐地指出，人类生活中“动手”的能力难道真的要退化到仅在“弹指之间”的程度

吗？ 

    如果说，这种宏观的人类行为伦理问题还仅是预示着一种对未来的警告的话，那么由种种不道德、不负责任的设计行为所产

生的社会问题则已经明确无误地摆在了人类的眼前，在人们为当代设计的进步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而自豪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

这些不应当出现的怪现象：一次性产品开发的设计，使得人类对于资源的消耗被鼓励到超出正常标准的地步。当一次性消费的产

品从打火机开始时，人们并没有对其产生伦理价值的质疑，但这一消费巨额，不仅数量越来越庞大，而且产品本身所耗用资源的

规格与价值也越来越变本加利，从一次性使用的打火机、签字笔、手帕、筷子、餐盒到高档的计算器、电筒、钢笔、照相机、自

行车，大量的资源与财富被浪费在一次性产品的狂潮之中，于是一座座自然的青山被砍伐殆尽的同时一座座人工的垃圾山耸立起

来，资源的耗尽与污染的加剧成为当代文明社会公害的双生怪胎；由过分的包装面带来的浪费，由过分的汽车消费而带来消费误

区，由不恰当的广告宣传而带来的消费欺骗等等，在“设计”的名义之下，为商业动机所驱使的不道德经济行为与骗术得以堂而

皇之地招摇过市，人们不得不问一声“设计师们这是怎么啦？” 

   四 

    今天人类已经到了不讲设计的伦理责任的年代。如果当初人类尚不知“不计划地设计人类物质生产的形式、功能、消费、产

品形态”为何物时，对于设计的必要性进行的所有解释都带有一种理想化色彩的话，那么今天再也不能以这种理想化、简单化的

色彩来掩盖其本来并不单纯的本质。设计的本来意义仅仅是也只能是一种造物的手段与行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科学化、效率化

与否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它的道德内涵，尤其是当设计被市场经济理论当然地纳入商业化轨道之后，设计的道德准则就成为一座

处于商业利益的灼热幅射之下的冰山。今天的人们对高速度、高利润、高回报，完全被纳入商业轨道的设计艺术行为往往冠之以

“科学技术新时代的快节奏、高效率”、“现代思维”、“全新艺术观念”等等美称，但并不顾及这一连串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甚至也完全不顾及在这些时髦的名词下完成的设计艺术是否果真那么灿烂辉煌。事实上北京城头上的钟鼓楼在林立的现代建筑群

中不但不显得陈旧、寒酸，反倒更显出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历史厚重感，相比之下不少时髦的新建筑倒更像是遗憾多于成功的

“急就章”，这是值得今天的人们从中领悟到什么的。这里并不存在厚古薄今的偏颇，也没有否定所有现代建筑设计与产品设计

之意，我们想借此指出的仅是，就如历史上的设计曾经实现了对今天负责的成就一样，今天的设计难道不应该也同样地以对未来

负责为最高的追求吗？ 

    对未来有自觉的伦理约束的设计艺术与没有约束的设计艺术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尽管设计师也会兢兢业业地去构思、去

推敲，但如果这种苦心经过所指向的不是对未来负责、对社会负责、对消费者负责的方向，那么越是精心的设计或策划，其产生

的危害性后果就越严重。事实上，意识到这一问题之复杂性的并不只是设计艺术领域，在世纪兴起得最晚、而发展得最快的新兴

学科市场营销学，从最初讲授一两个成功推销商品案例的讲座发起，到今天发展为高达博士学位层次的正规学科也经历了一个由

不完整到逐渐完整的进程，它也同样面临过职业道德与社会伦理两难的选择，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发展了一种以全社

会的整体利益为前提的“社会福利”型宏观市场营销学说，以弥补企业的局部利益为出发点的微观市场营销学的不足，其实质就

是调整局部的企业利益与整体的社会利益及人类伦理之间矛盾与冲突，尽管理论上的调整比从实践中的调整容易得多，但不管怎

样，这是向着完整的、合理的市场营销学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今天的设计艺术学也是不能不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了。 

    要将一种新的设计伦理观念带入设计艺术中去，首先必须做到一点，就是将伦理学的内容带入设计艺术学科，只有让设计伦

理意识真正成为每个设计师工作中自觉的组成部分，才有可能在未来的设计工作中彻底杜绝不负责任的设计、丑恶的设计、倒退

的设计与不文明的设计。亚里士多德在阐述他的伦理价值观时说过，人生的伦理目标是一种“幸福”，如果设计师的工作就是对

人类的今天及未来都承担起一种庄严的责任，让人类的生活真正在设计艺术中一天天变得健康起来、充实起来、美好起来，那么

这就是设计师的最高伦理原则，也是作为设计师人生的真正“幸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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