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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与超越
——设计运动在设计批评中的角色和意义

董智斌
西安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西安 710054

摘要：设计运动和设计批评是人类设计系统演变发展的产物，也是推动设计系统不断调整、演进的驱动力量。本文从生态理论

的视角通过对历史上设计运动的分析来阐释设计运动在设计批评中的角色和意义。设计运动不仅指向设计的生产，它还贯穿

于设计的批评、鉴赏和消费等环节。作为一种有计划、有组织、有目标的群体性活动，设计运动对设计现状的批判、超越的特

性，求新、求变的诉求以及设计运动主体、客体、目标和方式的共生关系构成了设计运动介入设计批评的内在要求，设计运动的

这些内在特质构成了其设计批评的重要模式和驱动力。然而，设计系统的动态性和设计运动的生态位使设计运动在不同历史

阶段的设计批评中既有丰富多彩的一面，又存在着诸多历史性相似或相通的一面。对于这一规律的探讨对反思中国语境下当

代设计批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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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esult of design system revolution of human beings, design movement and design criticism make up a very important

power to promote adjustment and revolution of design system.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design movement in design history to

explain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design movement in design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theory. Design movement

not only relates to design production, but also runs through design criticism, design appreciation and design consumption. As a

planned, organized, targeted public activity, the criticism, surpass and change demand of design movement for design situation and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mong subject, object, target and means contribute to intrinsic request of design movement involved in

design criticism. These internal qualities of design movement form important model and driving force in carrying out design

criticism. However, dynamicity of design system and niche of design movemen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make design

movement present the diversity and similarity. Therefore, the discussion on these laws is of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contemporar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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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重要的设计现象，设计运动既是人类设

计系统演变发展的产物，又是推动人类设计系统不断

调整、演进的重要驱动力量。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一

方面，设计运动从属于设计系统，是设计大系统中的一

员。另一方面，设计运动本身也是一个小系统。从设

计运动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来看，设计运动不仅限于

设计师的设计生产实践，它还贯穿于设计批评、设计消

费等设计活动的始终。

一、设计运动的特质与批评的使命

运动，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词语。在日常生活

中，它通常指生物身体方面的活动，尤指人的体育活

动。作为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运动又有着十分

宽泛的含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于“运动”词条是

这样解释的：（1）（动词）物体的位置不断变化的现象，

通常指一个物体和其他物体之间相对位置的变化，说

某物体运动场是对另一物体而言的；（2）（动词）指宇宙

间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简单的位置变动到复

杂的人类思维，都是物质运动的表现。（3）（名词）体育

活动；（4）（动词）从事体育活动；（5）（名词）政治、文化、

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的且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

动。[1]在哲学上，它是指世界存在的状态，事物发生的

任何变化和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一般指在

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有组织、有目的、声势较大的群

众性活动。英文中，常用“movement”、“campaign”来

指人类社会发生的有组织、有目标的群体性活动，如民

权 运 动（Civil Rights Campaign）、生 态 运 动（Eco-

Movement）、环境运动（Environmental Movement）、黑

人权力运动（African-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等。在第三版的《柯林斯高级英语学习词典》中，

“campaign”是指在一段时间内，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

标（如社会或政治变革）所实施的一系列有计划、有目

的的活动 [2]。在第五版的《牛津高级英语学习词典》

中，“movement”作为名词，一是指为了特定目标而在

一定区域实施的军事行动，二是指具有特定的社会、商

业，或政治目标的一系列有计划的活动。作为动词，是

指参与或领导某个有计划的群体活动 [3]。关于

“movement”，第三版的《柯林斯高级英语学习词典》对

其解释则有六层含义：（1）由具有相同理念、信念或目

标的人构成的一个群体；（2）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

的改变；（3）战斗或军事训练中，军队有计划地调动；

（4）态度、观点或政策的逐渐转变或发展；（5）在某一时

间内计划要做的事；（6）乐章，即古典音乐的一个主要

构成[2]。第五版的《牛津高级英语学习词典》中对其解

释有七层含义：（1）行动或移动；（2）改变位置的一种行

为，尤其指军队中有计划地改变位置的行为；（复数）活

动、行踪；（3）思想或观念的方向或趋势；（4）数量上的

改变；（5）具有共同目标或原则的群体；（6）长篇音乐作

品的一个构成；（7）肠胃的运动[3]。

作为社会现象的运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的发

生是因为人们对现有状况的不满，通过这种社会活动

以期达到运动主体的目标，因此，批判性、求变性成为

运动发生和演替的内在要求。从哲学上看，这种批判、

求变的思维正是这种社会活动的存在状态和本质特

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运动的发生又以组织性、目的

性、群体性为外在特征。因此，在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运动作为一个专业词语，它的含义基本涵盖了

《现代汉语词典》运动词条解释中的第二种和第五种意

思，即事物的存在方式和有组织、有目的的群体性活

动。本研究中的运动一词，是对日常生活中运动含义

的引申，具有哲学和社会现象两个层面的双重内涵。

具体来说，它的特征体现在指向性、群体性、求变性、批

判性。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运动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既

有东西方近现代历史上耳熟能详的政治运动、学生运

动、文化运动，也有宗教运动、科学运动、生活运动、文

学运动、艺术运动等。在设计历史和理论研究中，“设

计运动”一词来源于英文，1936年英国学者尼古拉斯·

佩夫斯纳的著作“Pioneers of the Modern Movement”

中，用“movement”一词来表达“the Modern Move-

ment”、“the Arts & Crafts Movement”等用于描述 19世

纪中期以来西方艺术与设计领域在面对工业化浪潮时

有组织、有目标的群体性的活动。本文提到的设计运

动也属于以上社会现象中的一个领域，也就是说，设计

运动与一般的社会运动存在着共同特征，亦是一种有

组织、有目的、影响较大的群体性活动，具有一般社会

运动的特征和规律，求变是设计运动的本质特征。另

一方面，设计运动又不是一般的社会运动现象，它的内

涵和外延与普通的社会运动存在着显著区别，并受设

计活动内在规律的制约。首先设计运动是发生在设计

领域的一种群体性活动，它的发生和发展不仅受到社

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制约，还要受到设计系统内在规律

的制约。其次，设计运动的主体、目标和客体等要素由

于具有行业的特殊性，与一般的社会运动相比，设计运

动的发生和演进方式有其自身发生方式和范围。与一

般社会运动中的游行、集会、示威、暴力等方式不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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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层面，设计运动以设计新思想的推广传播为特点，

在实践层面，更多的是以一批设计师不约而同地进行

着理念相似的设计实践活动，如设计组织、设计流派、

设计展览等，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表达设计运动的诉

求。第三，设计的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使得设计运动

与一般的社会运动、文学运动、政治运动的发生和演替

动力有着明显区别。

由此可见，求新求变、批判性、超越性的特征既是

运动的本质要求，又决定了它在批评环节中的价值和

使命。设计运动的群体性、指向性及其涉及的领域、影

响范围、发生方式和双重属性使得设计运动的批评功

能和特征又不同于普通的设计批评。从生态理论的角

度看，这种特殊性是由设计运动的内在结构及生态位

决定的[4]。

二、运动与批评内在结构的相关性

设计运动和设计批评的发生是一个系统的、整体

的现象。人们为了研究分析的需要，通常将所有人类

活动的要素划分为活动主体、活动客体、活动目标、活

动方式，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同活动发生演替

的环境之间形成了人类活动固有的面貌和特征。因

此，从内容上看，主体、对象、目标和方式构成了设计运

动和设计批评的主要相关要素及内在结构，这一系统

结构在与设计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5]。

主体，即设计运动和批评的发起者和实施者，或者

是参与者。对于设计运动来说，它的主体范围具有历

史性特征，其构成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社

会身份来看，设计运动的主体一般以设计的参与者、实

施者为主。在手工业时代，以工匠、手工艺人、艺术家

为主。工业时代以来，随着设计职业从生产制造行业

分离出来，建筑师、设计师则成为这个主体的主要组成

部分[6]。

在一些历史时期，社会阶层其他群体也扮演着设

计运动和批评主体的角色，甚至对设计运动和批评发

挥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如18世纪对欧洲设计潮流

产生重要影响的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

dour），欧洲早期功能主义的重要人物、德国现代设计

运动的重要先驱、德国政府官员穆特修斯（Herman

Muthesius）[7]，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艾尔弗雷德·斯隆

（Afred Pritchard Sloan），以及商业设计师雷蒙德·罗威

（Raymond Loewy）。另外，知识分子、学者们在其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如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维克多·

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等，历史上重要的设计运动

和批评都以他们深远的理论见解而名垂史册 [8]。诚

然，知识分子、学者是这一主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来

源。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上以上这些群体既构成了设

计运动的主体，也成为相关设计批评活动的主体。

设计运动的本质是求变，其发生的实质是现有的

设计现象损害了设计运动主体的利益，或设计运动的

客体与主体的愿望发生冲突而引发的以群体性的方式

对客体进行改变甚至重构的活动。因此，现实设计生

态系统中的种种对设计运动主体利益造成损害的问题

成为设计运动产生的前提，也构成了设计运动的主体

的存在意义。农业社会时代，人类文明虽然在不断进

步，但是从整体上看，除了突发的自然灾害、战争或政

局动荡，审美意识、市场、技术、环境之间基本上处于一

种相对稳定的态势，设计存在的外部环境系统整体上

趋于一种渐进式的变化。因此，在这样的外部大环境

的相互作用下，设计系统也是在平稳的、渐进式的演化

中不断积淀、成熟，设计批评处于一个相对平缓、温和

的阶段。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和

社会分工的深化，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发生了转

折性的变化，从而使得过去几千年所形成的相对稳定

的设计生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技术与艺术的鸿

沟被空前拉大，外部环境因素的巨变使得原有的设计

系统结构开始失稳，相对的平衡被打破。设计外生态

的巨变与人类手工业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设计从业

者、产品、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些矛盾和问题构成了西方工业革命初期设计运动的

对象，即客体。因此，技术变革及其影响不仅成为这一

时期一系列设计运动围绕的基本主题，也成为这一阶

段设计批评者必须面对的一个话题[9]。

从现代设计的历程来看，设计运动的客体涵盖了

设计系统的方方面面，有的客体更多源于社会的审美

层面引发的矛盾和问题，如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和新艺

术运动；有的客体则更多来自激烈的商业竞争，如流线

型设计运动；有的客体则是人与环境资源之间矛盾和

冲突的集中反应，如绿色设计、可持续设计等。由此可

见，历史上设计运动客体的内容也正是该时期设计批

评问题的来源，设计运动客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及其

与主体之间的依存关系同样存在于设计批评环节当中。

所有的设计运动，都有着自身的实现目标。这个

目标的产生都围绕着人的因素，即人的需要。按照层

次，需要可以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按照领域，可

以分为经济的需要、文化的需要、政治的需要等；按照

需要主体，可以分为个体性需要和群体性需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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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目标产生于群体性需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

历史阶段，人类社会有着不同的需要。古典主义在欧

洲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欧洲历史上，无论是作为

思潮，还是风格或运动，古典主义在欧洲都屡屡受到追

捧，如中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14至 16世纪的文艺复

兴，17世纪的古典主义潮流，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以

及20世纪后半叶再次复兴的古典风。从表面看，似乎

是古典主义形式、风格和主张反复出现，但是这些现象

的背后却存在着不同的时代设计诉求。与古代希腊罗

马古典风不同的是，中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源于欧

洲封建生产关系基础的上层建筑中新的诉求，14至16

世纪的文艺复兴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兴起后新

兴阶层反对封建教会权威的社会精神诉求，20世纪后

半叶古典风的复兴则是人类进入后工业时代对现代主

义设计批判和反思的产物。由此看出，设计运动的目

标是具体的、历史的，这与设计批评标准的历时性规律

是一致的。

设计运动主体对客体发生影响必须通过一定的方

式和途径才能进行，设计运动的方式和途径是连接主

体与客体的桥梁和中介，是实现设计运动目标的必要

条件。因此，在设计运动中，“主体-方式-客体-目标”是

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从设计史上看，设计运动的方式和途径因具体历

史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从发生的程度上看，总体上可

以分为渐进式和激进式，渐进式的设计运动对原有的

设计生态基本持赞同态度，只是通过改进其中的某些

方面来实现预期目标，如20世纪的现代主义与新现代

主义；激进式的设计运动对现有的设计系统持彻底或

全面的否定立场，主张重建一种新的设计生态体系，如

20世纪初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对传统设计的否定和批

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波普设计运动、意大利的“反

设计”运动。设计运动方式和途径的多样性也正是设

计批评方式和途径多样性的必然反映。从根本上说，

这是由设计运动和设计批评在设计系统中的生态位所

决定的。

三、结语

作为学术范畴，设计运动源于西方。然而，作为一

种设计现象和设计发展变革的驱动模式，设计运动并

非只是西方现代设计体系的产物，它普遍存在于人类

设计发展的历程当中。对于中国当代设计来说，也同

样如此[10]。然而，当代中国的设计生态及设计运动与

设计批评的生态位决定了这种批判性、群体性、指向性

的设计活动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

生态位（niche）来自生物学概念，原指“一个生物

在群落和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状况[4]”，“一个生物的

生态位不仅决定于它生活在什么地方，而且决定于它

干些什么[4]”。设计运动和设计批评的生态位则是指

设计运动和设计批评在设计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它

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设计运动的生态位是由设计运

动与设计系统中内部和外部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和作用决定的。设计批评也同样如此。如果将设计看

作一个系统的话，那么政治、经济、科技、宗教和文化等

构成了这个系统的外部环境，这些环境因子与设计之

间协调互动的关系便构成了设计的外生态系统。设计

系统存在于一定的外部环境当中，无时无刻不与外界

环境发生着密切的关联。从设计内在结构和机制来

看，设计运动与设计批评、设计思潮、设计组织、设计流

派、设计风格等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矛盾运动则形成了

设计的内部生态系统，即设计的内生态系统。作为设

计系统内部的一个构成因子，设计运动或设计批评正

是在这样一个内外交织的复杂生态系统当中彰显其生

态位。它决定了设计运动在设计批评环节中所扮演的

角色及影响，决定着其设计批评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

共通性和差异性，也决定了当代中国语境下设计批评

的紧迫性和特殊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设计所

面对的技术革命、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环境与当下中

国设计正面对的新技术革命、经济跨越转型的现实条

件存在着诸多历史相似或相通之处。因此，从历史的

角度来探索设计运动在设计批评中的角色和意义，对

于思考、梳理中国语境下当代设计批评有着深刻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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