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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间性：当代设计审美价值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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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标题】Heterogeneous Alienation: A Perspective of the Aesthetic Value of Contemporary Designing  

  【作者简介】李平(1954-)，女，河北邢台人，深圳大学副教授，从事美学理论与艺术设计研究。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

院，广东深圳518060 

  【内容提要】异质间性指系统中矛盾要素之间的互动与张力。异质间性的交融视域，构成了当代设计及其审美的核心价值，

并折射出当代社会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理念和方法。从异质间性视角解析与透视审美价值，有助于把握人类造物、社会生活、审

美文化等当代性特质。 

  【关 键 词】异质间性 当代设计 审美价值 当代性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4)04-0039-04 

  设计审美是当代社会典型的审美范畴，其中蕴涵着丰富独特的审美价值——异质间性的符号创造思维及社会文化意义。由对

此审美价值的深入解析，我们可以把握人类造（事）物方式的不断演进、当代社会生活与审美文化的崭新特点及当代性质。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由“物”系统构成的消费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物”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

“物”的符号系统既控制着社会的经济活动，同时又塑造着大众的消费行为与文化心理。因此，“物”的消费具有特殊意义：人

只有通过对“物”的消费才能进入其所象征的社会意义系统，才能被整合进社会——“物”成为人与社会的中介。因此，当代设

计这一消费社会语境中的造“物”形式，即承载着社会活动中的特殊意义。“泛设计化”、“泛审美化”等当代社会现象，即折

射出设计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生产力对社会生活的巨大渗透和影响及其审美价值与当代社会审美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在关联。 

  独特的活动性质及思维方法，标志着当代设计从现代设计的飞跃，也使当代“设计美”从传统审美范畴，如“技术美”、

“艺术美”中凸显而表现出其独立性。我们对当代设计审美价值的透视，即由此关联与对比切入。 

  一 

  1.比较中的呈现。相对于技术的理性符号思维与艺术的情感符号思维，我们认为当代设计是一种异质间性的符号思维。所谓

异质间性，指系统中对立或矛盾要素之间的互动与张力。“异质”表明设计的对象与要素始终是不同质的矛盾的两极，如功能与

形式、物质与精神；“间性”则强调当代设计无论过程还是结果，都非指向“以一驭万”、以一方“同化”另一方的同质化状



态，而是追求异质多方的充分展开及相互间的最大互动与最强张力。“‘张力’是从物理学中借用的概念，它是指液体在一定的

条件下，其内部两个部分之间互相牵引的力。”[1] 即在设计过程中，目标既不是单向的物质精神化，或精神物质化，而是物质

精神化与精神物质化双向牵引与牵制之间的“和”而不同的状态。在结果上，要实现的不是单一的实用审美化或审美实用化，而

是实用审美化和审美实用化双方渗透与交融之间的大而“化”之的存在。为此，异质要素间必是在这种张力语境中的解构与重

构，在这种牵引和张力关系中异质各方都必然超越各自的特殊性质而进入更大系统、更高意义的运动关系中，在互动、碰撞、交

融中升华为具有新特质的新形态，从而实现“物”的符号化、意义化、系统化。由此异质间性，实现了“当代”的设计，也生成

了当代设计之美的独特价值。 

  技术的理性思维与艺术的情感思维尽管价值内涵不同，但却有着相同的发展逻辑，即在运动过程中以其核心价值（“理”或

“情”）为主导而不断排斥、整合异质要素，“以一驭万”而指向同质化的结构体系。如“技术美”的理性逻辑对不合理因素的

排斥、整合与同化，指向“合目的”的合理美；“艺术美”的超现实性对功利因素的排斥、整合与同化而指向“无目的”的合情

美。因此，我们将“技术美”与“艺术美”称之为同质间性的审美符号结构；技术的理性思维与艺术的情感思维也可称之为同质

间性的符号思维。而异质间性——多元性的终极价值指向与异质化的运动过程，即当代“设计美”凸显于传统“技术美”与“艺

术美”之同质间性符号思维的价值所在。 

  2.发展中的生成。当代设计“美”的异质间性，又是从现代设计脱颖而出的历时性生成过程。20世纪初德国包豪斯的“艺术

与技术的新统一”的观点，不仅表现了现代主义先驱们对设计问题的思考，更蕴涵着对一种不同于传统手工艺的现代造物方式的

自觉，以及不同于传统同质化审美范畴的、异质化的崭新审美类型的敏感和把握。现代设计向当代设计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即是

这种审美价值不断生成，并由潜在到显在的呈现过程。如果说工业时代生产社会背景下的现代设计旨在制造一件“产品”：代表

了新时代理性智慧的、标准化、大批量机器生产的结晶；那么后工业时代消费社会中的当代设计，则意在创造一个“符号”：一

个产品—商品—文化象征的附加价值系统。这种多层次的附加价值系统，将人与物的关系由单一的使用拓展为全面系统的社会行

为。因而，如果现代设计的审美还可归属为同质间性的（技术）理性美，那么这种审美视野及价值在当代设计显然已被大大超

越。正是现代设计“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异质共存的天然基因，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实践而不断成长才演化为当代设计具有极大包

容性与开放性的系统运行机制，多元价值共生共融的异质间性的理念和方法。 

  二 

  如果说以“功能”为核心价值构成了现代主义设计“物”的符号结构，那么在当代消费社会，如鲍德里亚所说，几乎所有的

个人都是通过消费和展示商品而获得社会身份、地位和威望的。因而“物”的意义就不仅在于其实际用途，而在于其对某种社会

价值的代表与象征，即对“物”的消费是对意义而不仅是对功能的消费。因此，当代设计与其说是思考造物本身，不如说是在创

造人与物的种种价值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2] 而这种人与物的意义

化的价值关系可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具有无限可能，从而就必然生成当代设计造“物”方式的多元化、形式的多样化、价值

的多维化。也就是说，现代主义设计的“物”是“形式追随功能”的、能指与所指统一的同质化的符号结构；当代设计由“物”

之意义的不断延伸及发散，就导致了其符号结构中能指（实体）与所指（意义）的分裂、错位及不断的变异，“能指只能在所指

的岩层表面‘自由飘移’，而始终达不到两者的统一。这样，本文中的语词符号就不再是明确固定的意义实体，而是一片‘闪烁

的能指星群’。”[3] 纯粹与统一不是当代设计的典型状态，绝对与同化也不是当代设计的本真语言。因此，当代设计多元意义

关系目标中包含的复杂的矛盾运动，多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当代设计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力量的相互牵制；或者说，当代设计正是

在创造这种矛盾要素若即若离、异质互动、恰倒好处的牵制与张力中的价值关系。 

  当代设计的矛盾运动，是内在于其异质间性的符号思维之中的。“隐喻”与“转喻”则是充满了异质间性运动与魅力的这种

符号思维的基本形式，其对应、引发、生成了当代设计的基本运动——显在与表层的结构“物”系统的运动；潜在与深层的解构

“物”系统的运动。这种双向运动一方面通过”物”的系统化，实现对社会与大众行为及心理的渗透与整合；另一方面，则不断

通过对“物”系统的突破，实现对社会现实的不断超越。由此显在及潜在层面、或表层及深层运动构成当代设计整体开放的运行

机制，既不断构成“物”系统，以作用与满足社会发展；又不断解构“物”系统，以突破“物”的异化对社会与人造成的全面控

制。 



  1.隐喻：——“物”之结构。以隐喻的符号思维，实体总是指向意义，意义又表现为实体。“本体和喻体的关系，比之明喻

更为贴切。明喻在形式上只是相类的关系，隐喻在形式上却是相合的关系。”[4] 当代设计以符号的隐喻思维生成“物”的意义

正犹如光影照亮物体，并如影随形，密不可分，——当代设计框架中的物，必是意义之物。也就是说，在此符号结构中，必然是

事物和意义双方的共存共生。而这种“同时在场”不是双方的并置或同化——“二合一”，而是我们所谓的异质间性——双方相

互包含和相互隐喻的牵制与张力，“二而一”。 

  “物”从无到有，即是形式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符号化的过程。当代设计扬弃功利目的的直接实用性和工具理性方法的单维

封闭性，以其充满隐喻与转喻的符号思维将现实功能需求形式化为合乎人性、承载意义的“物”。通过将现实生活中的个别经验

和需求加以分析综合、提炼概括，找出具规律性、实质性的内容，将其设计为具有普遍意义，并满足技术、生产、市场、社会、

文化等等科技与人文的、理想的人机关系，这种关系的形式化，即是“物”。因此，“物”的设计与创造是对日常生活经验和客

观事实材料的提炼，是现实需求的升华；物质与精神等基本异质要素如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和”而不“同”，其过程充

满了抽象——提取普遍意义、整合——寻找最佳平衡、游移——创造价值关系；这是异质要素间充满张力的碰撞过程，也是设计

符号思维精彩的隐喻游戏过程。由此，“物”即意义与价值关系的形式化载体，因而形式化即符号化。由此形式符号，创造了新

的行为方式，创造了新的意义价值，同时也创造了超越生活的距离关系——美。异质间性的符号思维，使当代造“物”活动具有

了极大的开放性及多义性，在不断追寻“物”的可能方式及无限意义的设计中不断实现生活与审美在“第二自然”——人造物王

国中的联结，即“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物”的形式化与符号化，实现了当代设计显在层面的“物”的结构运动，

并直接介入社会生活而产生极大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的广泛与深入，“物”的意义也在不断的演变，正是对物的象征与意义的

需求，才是当代意义的对物的真正“消费”。因此，物越来越是一个“意象”而不是一个实体。这种意象要不断纳入社会文化的

总体性结构才能取得其社会意义——具有价值，及大众认同——时尚流行。“隐喻”即不断将造物过程指引向这一社会文化总体

性系统的方式与路径。 

  2.转喻——“物”之解构。物系统在作用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同时也表现出其负面影响——人在对物的追求与消费中失去

了主体性而异化；物系统成为对社会的控制与统治力量。当代设计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必然与系统运动的各种变量

产生互动。在与社会系统协调与对话的同时，异质间性的符号思维以其深层——潜在层面的“转喻”思维，不断生成其对系统活

动的否定与超越，以对既成行为模式游离、背离、以至解构的运动，促使设计活动不断突破因系统惰性而积淀的保守性、封闭

性，以保持系统的开放性、创造性，以及和社会生命有机体生生不息的能量交换。转喻是隐喻的强化及动态发展，两者即表现出

相反相成的异质间性运动。如果说“隐喻”思维“似乎在能指播撒的某一点上停下来，宣称此处是终极，是所指或意义的结

构”，那么“转喻”则强调“由能指所指内在分裂必然导致的能指之间自由的无目的的互相意指的无限可能性或无始无终开放的

意指活动过程”，其“意义因此是不断的游移、播撒、自相矛盾乃至倾覆”。转喻的过程即是“开放的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

[5]。转喻思维的无目的的无始无终的对无限可能性的追寻，是当代设计中潜在的深层冲动。当代设计及其审美是一个不断结构

并不断解构“符号”的运动过程。异质要素之间的张力也由此展开。通过牵引与牵制两种形式，表现为不同层次、不同方向的合

力与抗力的互动。牵引是异质要素间的吸引力，一种趋向目标的向心力。牵制是异质要素间的制衡、制约力，一种抵制同化与失

衡的离心力。这两种力的相反相成、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展开设计运动的复杂过程，并生成当代设计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形

式与风格。当代设计的合理是“合情理”，这种“合情理”正是工具理性的逻辑思维向异质间性的符号隐喻－转喻思维的飞跃。

而某些“反功能”、“无形式”、“非设计”的设计，不能坐的“椅子”，不能住的“房子”等，更是能指与所指、意义与实体

相互错位、游离、自相矛盾乃至颠覆的转喻思维的典型表现。这些“转喻”思维的概念设计，代表了当代设计审美的独特价值。

国内有学者将当代西方建筑美学思维概括为非总体性思维、混沌—非线性思维、非理性思维、共生思维等[5]，即揭示出其反中

心、反体系、反基础主义、反理性逻辑等同质化内涵及亦此亦彼、异质间性的思维方法。由强调转喻思维张力的“反设计”，从

两个方向对既成“物”形式及其系统进行解构与颠覆：一方面指向其形而下——回到事物本身，即回到事物尚未被形式化、观念

化的自然与无意识的层面——当代设计的原点；另一方面，同时指向其形而上——突破消费、大众文化的浅表性，建立与精英文

化的内在关联——当代设计的血脉。无论是形而下或是形而上，都是由有形到无形，由结构到解构。在无形与解构中进入更大的

意义系统。 

  三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当代设计异质同性之审美价值根源，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作为符号动物的人“更多地生活在对未来的疑惑和恐惧、悬念和

希望之中，而不是生活在回想中或我们的当下经验之中。它在人类生活中引入了一个相异于一切其它生物的不确定成分。” [2] 

这种关于未来的理论观念“是人的一切高级文化活动所非有不可的先决条件，它与其说是一种单纯的期望，不如说已经变成了人

类生活的一个绝对命令”[2]。人类对意义的无限追求是其一切活动最内在驱动力及最高价值，这是我们透视当代设计审美价值

的基本坐标。对意义的追求，人类创造了“物”及“物”系统，对更高意义与更新价值的追求，人类反思物系统，解构物系统，

在否定中生成新的创造。无论是结构还是解构，其指向都是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可能与意义。这种永远面向未来的意义化冲

动，驱使当代设计永远运行在创造同时也突破、结构又不断解构的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运动中，创造满足人类需求和理想的形式和

方式，又带给我们充满矛盾运动、“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萨特语）的巨大张力之美。 

  脱离了这种异质间性的交融视域，当代设计及其审美价值、当代设计与社会的关系等都不能从根本上得以阐明。看不到当代

造物活动的这种深层否定运动，看不到“物”系统自身蕴涵的革命力量及其运动的辩证性，其结果只能是物系统本身的异化及对

社会与人的全面统治，这正是鲍德里亚的忧虑所在。而以异质间性的交融视域，我们在忧虑中似乎还看到美与希望，正如海德格

尔所说的“在技术的本性中根植着和成长着拯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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