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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内设计史研究现状与进展

宗立成a，王娜娜b

西北大学 a.艺术学院 b.文化遗产学院，西安 710127

摘要：随着国内设计产业、设计学的迅速发展，设计史在设计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和价值进一步凸显，成为设计学研究领域的重

要单元，以文献计量方法和知识图谱的形式分析和研究国内设计史现状与进展。以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441条核心期刊论

文数据为样本，应用CiteSpace文献计量数据分析软件，构建和分析国内设计史研究知识图谱，从文献数据的总体发文趋势、主

题、引频、关键词、研究机构、高产作者等方面，对国内设计史研究现状和进展进行分析。近年来，国内设计学界围绕设计史研

究成果显著，目前的研究热点集中于设计史基本理论与研究范式、设计史的学科转向和设计史研究的中国主体性等方面，中国

设计史的书写和主体性是国内设计史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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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design industry and design science, the status and value of design history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design science have become more prominent, and the design histo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unit in the field

research of design science. Thu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status and progress of domestic design history with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and the knowledge graph. Taking the data of 441 core journal papers collected in CNKI database as a sample,

constructing the research knowledge graph of domestic design history via CiteSpace bibliometric data analysis software, and

analyzing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progress of domestic design history in terms of overall publication trends, topics, citations,

keyword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highly productive authors from literature data. In recent years, the domestic design academi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 of design history, and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focus on the basic theories and

research paradigms of design history, the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 of design history, and the Chinese subjectivity of design history

research. Besides, the writing and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design history i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domestic desig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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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设计学的教育和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

至今不过 40 年的时间。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期

间，经欧美日等留学归国人员的引入，国内逐步建立起

初步的设计学教育，其中以德国留学归国的柳冠中、美

国留学归国的王受之等为代表，他们积极倡导和推广

国外先进设计理念、理论与方法，建立了中国设计学教

育的雏形，并在中国设计学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1997年，教育部在新一轮学科目录调整中设立

了艺术设计学专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设计艺术专

业本科教育 [1]，标志着国内设计学发展进入崭新阶

段。这一时期，国内设计学在设计历史与文化教育方

面，主要以工艺美术史为主，如田自秉的《中国工艺美

术史》（1985年）。在工业设计学科方面，以王受之的

《世界现代设计史》和何人可的《工业设计史》为主。

2011年，国务院颁布新版《学位授予和人才培育学科

目录》，设计学从艺术学门类下升格为设计学学科门

类，标志着中国设计学从工艺美术（1993年）、艺术设

计（1997年）正式进入设计学（2011年），国内的设计学

设计史教学和研究也迈入新的篇章[2]。国内设计学研

究起步较晚，设计学教育体系源自国外发达国家，早期

有日本传入的图案学、图像学和欧美传入的工艺美术、

工业设计等，因此早期的设计史研究多以国外设计史

学家所建构的研究对象、路径、模式、观点和方法为蓝

本。当然，国外设计史研究模式与方法也在不断演变，

传统的西方设计史书写以编年体和英雄史观为基本模

式，以乔纳森·伍德姆的《20世纪的设计》为代表，标志

着西方设计史研究进入大众关注层面，这本书更加关

注的是设计对日常生活、社会关系、经济消费的影响[3]。

另外，2015年，维克多·马格林出版的《世界设计史》则

将设计史研究的视角放大至全球地域和诸多领域。鉴

于此，文中以中国知网数据库所收录的核心期刊文章

为研究对象，应用大数据分析理论与方法，使用

CiteSpace和数据挖掘工具，对国内设计史研究文献进

行数据分析，梳理国内的设计史研究现状，以期对国内

的设计史研究提供参考，提升国内设计史研究的总体

水平，构建系统性、科学性、前瞻性的设计史知识体系。

一、国内设计史研究的概况

（一）数据与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该数据库为国

内规模最大、更新率最高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具有内容

庞大、文献丰富、资料详实等优势，能够确保所获取数

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4]。在检索策略方面，为了最大

程度地保证所查找文献的“查全率”和“查准率”，按照

“主题=设计史，OR题名=设计史，OR关键词=设计史，

OR摘要=设计史”为检索条件，对主体、关键词、摘要

进行精准匹配，题名模糊匹配进行检索，排除会议、报

纸等其他类别资料，在资料来源类别中勾选核心期刊

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类，总共检索到725篇期刊

文献，剔除无关文献，最终获得 441条期刊文献数据。

文中将以这 441条文献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文献综

述、计量分析、图谱分析等方法进行分析。在数据分析

工具方面，CiteSpace是近年来被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

的文献定量分析工具[5]，使用CiteSpace 5.8.R2软件建

立数据图谱，分析国内设计史研究现状与进展，主要分

析文献数据的发文数量、时间、学科总体趋势，对文献

数据的主题、作者、关键词、研究机构等建立可视化图

谱，分析国内设计史研究主体特征，梳理相关研究点的

联系脉络，挖掘国内设计史研究现状、热点与前沿。

（二）文献的时间与期刊分布

CNKI 数据库检索的结果显示，与设计史研究密

切相关的期刊论文自1993年出现以来，截至2021年9

月在核心期刊刊登的相关论文共计 725篇，其年度变

化分布趋势见图1。由图1可知，国内设计史研究在核

心期刊的发文量从2004年之后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

图1 研究论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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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第 1篇关于设计史的文章发表，至 2002年，年

均发文数为3.4篇；2003—2012年为高速增长期，年均

发文量为18.1篇；2013年至今，年均发文量为28篇，保

持较高发文量。从核心期刊论文的总体发表情况来

看，国内设计史研究自 2003年之后持续升温，2013年

为历史峰值，之后持续保持较高态势，表明设计史研究

已经成为国内设计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

国内关于设计史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

量排名前五的分别是《装饰》（占比 32.5%）、《包装工

程》（占比7.5%）、《美术观察》（占比6%）、《南京艺术学

院学报（美术与设计）》（占比5%）和《艺术百家》（占比

5%）。刊载国内设计史研究的核心期刊主要是高校学

报和科研院所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

主办的学术期刊，这类学报在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影

响力，同时本校又设立设计学相关专业，对推动国内设

计史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装饰》和《南京艺术学院

学报（美术与设计）》专门开设了民俗民艺、史论空间、

艺术史等相关栏目板块，清华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也

是国内设计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为推动和深化国内设

计史研究的重要力量。从期刊总体学科分布来看，专

业的设计学核心期刊几乎没有，设计学核心期刊论文

主要发表于艺术类、美术类等综合期刊上，见表1。

（三）文献作者与机构分析

自国内第一篇关于设计史研究的核心期刊论文发

表以来，国内的设计史系统性研究不过20年的历史，随

着国内设计史研究的持续深入，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力

的领军人物和研究机构。根据知网检索的核心期刊论

文情况，对检索数据进行处理，高产作者情况见表2，研

究机构统计见表3。从表2和表3可知，发文量最高的作

者是张黎（12篇），其他几位高产作者有周志（7篇）、李

立新（6篇）、祝帅（6篇）、赵泉泉（6篇）、李砚祖（5篇）等。

通过对国内设计史研究的主要机构进行数据分析

可以看出（见表 3），国内设计史研究发文最多的机构

是清华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的发文量排名第 2，这 2所

院校是国内设计史研究的重要机构，其他发文量较多

的机构还有中国美术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景德镇

陶瓷学院、东南大学、江南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四川大

表1 来源期刊统计

期刊

装饰

包装工程

美术观察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艺术百家

新美术

美术研究

艺术设计研究

美术大观

文艺争鸣

民族艺术

世界美术

频次

22

20

19

18

13

11

8

8

3

2

1

1

表2 高产作者情况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作者

张黎

周志

李立新

祝帅

赵泉泉

李砚祖

袁熙旸

李砚祖

汪芸

孙海燕

李骐芳

杭间

许平

赵农

袁宣萍

陈红玉

腾晓铂

王小茉

杨京玲

何人可

篇数

12

7

6

6

6

5

5

5

5

4

4

3

3

3

3

3

3

3

3

2

单位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南京艺术学院

北京大学

南京艺术学院

清华大学

南京艺术学院

景德镇陶瓷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

南京艺术学院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

西安美术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印刷学院

清华大学

南京艺术学院

湖南大学

表3 研究机构统计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频次

58

34

12

12

11

10

8

7

7

6

6

6

4

4

单位

清华大学

南京艺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景德镇陶瓷学院

东南大学

江南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

四川大学

北京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

苏州大学

北京印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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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北京大学等。从这些机构的分布地域和学科结构

来看，国内设计史研究主要分布于北京、江苏、浙江等

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研究机构的二级学院有美术学

院、艺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机电学院、设计与建筑学

院等，涉及工业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工艺美术、艺术史

论等专业。

二、国内设计史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分析

为了研究和分析国内设计史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根据文献结构和检索策略，文献影响力和文献关键词

可以较为客观地呈现文献研究热点和趋势。在文献影

响力方面，考虑到文献发表时间，以往单一的文献总被

引量指标并不客观和合理，因此，引入被引量、复合影

响因子和月均被引 3项指标，计算论文的综合影响力

指数，综合影响力指数=月均被引数×复合影响因子，

以综合影响力指数评价论文的影响力期刊，并按照综

合影响力指数进行排序[6]，见表4[6]。

从表4可知，杭间的《“设计史”的本质——从工具

理性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2010年）综合影响力指

数最高，该文刊登于《文艺研究》。月均被引数最高的

是祝帅的《论设计研究的“学科间性”》（2018年），该文

发表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一）研究文献关键词

关键词是研究文献核心内容的高度概括和主题凝

练，高频关键词一般是研究主题内容的焦点，对国内设

计史文献数据的关键词统计分析，将有助于人们分析、

理解和发掘相关研究内容，进一步揭示国内设计史研

究领域的热点和趋势，见图2。

根据CiteSpace数据分析基本原理，关键词共现图

谱中的节点大小直接体现的是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高

低。从图2可知，围绕“设计史”这一最大节点，形成了

众多相互联系的设计史研究关系网络。在这些知识场

域中，形成了以设计史、包豪斯、现代设计、设计为主的

4个主要知识关系网络。可以按照知识网络结构，分

析和查找出多支共识性知识图景，如设计史-包豪斯-

功能主义-德国设计-现代主义-历史地位-灯具设计关

系网络，又如设计史-设计-古代设计-民族风格-器以载

表4 高影响力论文情况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标题

“设计史”的本质——从工具理性到“日

常生活的审美化”

论设计研究的“学科间性”

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观念设计及其历史

叙事

公共服务设计机制的审视与探讨——以

内地三城市“设计为人民服务”活动为例

设计的智慧——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史论

纲

从构筑设计史到书写设计史——设计展

览的功能演变

论“新艺术”运动在现代设计史上的意义

中国的工艺史与设计史问题

我的设计史观

设计史的意义与重写设计史

世界设计史的中国设计史板块构建

设计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去田野中

寻找生活的设计历史

中国艺术设计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当代设计研究的范式转换——理论、实

务与方法

了解过去 设计未来——谈设计史和设计

理论的教学

作者

杭间

祝帅

陈彦青

许平

李砚祖

袁熙旸

雷莹

杭间

李立新

李砚祖

钱凤根

李立新

高丰

祝帅

梁梅

期刊

文艺研究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

与设计）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

与设计）

装饰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

与设计）

装饰

包装工程

装饰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

与设计）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

与设计）

装饰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

与设计）

装饰

美术研究

美术观察

发表时间

2010-11

2018-01

2013-04

2010-06

2008-07

2010-09

2007-11

2008-01

2012-02

2008-03

2008-06

2010-02

2000-06

2013-05

1999-12

被引

41

17

39

31

54

26

10

24

27

30

17

14

19

9

16

复合影响

因子

0.578

0.27

0.27

0.441

0.27

0.441

1.361

0.441

0.27

0.27

0.441

0.27

0.441

0.194

0.083

月均

被引

0.35

0.39

0.39

0.23

0.34

0.19

0.06

0.15

0.21

0.19

0.11

0.10

0.07

0.09

0.06

综合影响力

指数

0.23

0.11

0.11

0.10

0.09

0.08

0.08

0.07

0.06

0.05

0.05

0.03

0.03

0.0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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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再如设计史-现代设计-佩夫斯纳-设计研究-设计

学 -马格林 -史学家等。这些知识网络反映了国内

1993—2021年期间国内设计史研究的主体内容，构成

了国内设计史研究的基本轮廓和网络结构，见表5。

为了更好地分析国内设计史研究热点的网络结

构，对文献数据的关键词构建了聚类分析。目前国内

的设计史研究领域形成了164个聚类群，见图3。通过

整理和分析这些聚类信息，发现国内的设计史研究主

要围绕#0设计史、#1包豪斯、#2现代设计、#3设计、#4

功能主义、#5城市空间、#6主体性、#7书籍设计、#8价

值立场、#9民族元素等 10个聚类群展开，非常直观地

展现了国内围绕“设计史”知识场域形成的大量研究成

果。从目前所聚类的关键词可知，国内设计史研究关

键词呈现 3个方面的态势：围绕“设计史”聚类群形成

了设计、中国设计、古代设计、叙事、室内设计、艺术设

计、女性主义等知识族群；围绕“包豪斯”聚类群形成了

平面设计、德国设计、功能主义、设计教育等知识族群；

围绕“现代设计”聚类群形成了佩夫斯纳、设计研究、设

计学、马格林等知识族群，这三类知识族群是目前国内

设计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中国

设计史学科理论体系。从聚类态势上来看，设计史-设

计-中国设计-主体性等这一聚类方向将会成为未来的

主要研究前沿和演进态势。

（二）设计史研究发展阶段与趋势分析

根据国内设计史研究文献发表趋势图（见图1）和

国内设计史研究主题演变图（见图 4），结合国内设计

表5 设计史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前20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关键词

设计史

包豪斯

设计

现代设计

现代设计

功能主义

中国设计

平面设计

设计学

封面设计

室内设计

传达设计

设计教育

艺术设计

书籍装帧

明式家具

世博会

主体性

中国

设计文化

频次

58

20

12

8

7

8

7

7

5

4

4

4

4

4

4

3

3

3

3

3

首现时间/年

2003

2003

2001

2005

2005

1998

2011

2009

2014

2006

2007

2010

2018

2012

2006

2005

2010

2013

2007

2001

中心性

0.23

0.07

0.08

0.07

0.07

0.04

0.02

0.07

0.00

0.01

0.00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2

0.01

0.01

图2 关键词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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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将国内设计史研究的总体发展情

况分为3个（10年期）阶段。

第1个阶段（1993—2002年）为设计史研究的滥觞

期。1993年以前关于设计史研究的期刊论文只见于

普通期刊上，研究的视角和论述语调并不是完全意义

上的设计史内容。重要的时间节点在1990年，之后国

图4 国内设计史研究主题演变

图3 关键词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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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设计史研究论文在核心期刊发表数量逐年递增，这

一时期也是国内设计学界吸收、消化和融汇国外主要

设计史学理论的重要阶段，以包豪斯、德国设计、工业

革命时期的功能主义等为研究主题，是国内设计史、设

计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孕育阶段。

第2个阶段（2003—2012年）为设计史研究的高速

发展期。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国内设计史相关

论文在核心期刊发表数量大幅增加，受益于第 1个阶

段对国外设计史相关理论、模式、方法、研究路径等的

学习，国内设计史学者逐渐成长了起来，对设计史研究

相关方法、理论和模式也在逐渐形成。同时，受国内学

科培养目录设置的影响，艺术学作为学科门类，下设设

计学、美术学、艺术学理论，艺术学领域的国内诸多艺

术史、美术史、工艺美术史等专家学者的研究领域也涉

及设计史研究方面，因此就形成了国内设计史研究领

域的诸多分支和细分领域。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国内

的设计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设计史研究（包豪斯、工

业革命、工艺美术等）、设计史学史研究（设计文化、设

计批评、设计价值等）、国内设计史研究（古代造物设计

史、近现代设计史、现代设计史等）3个方面。

第3个阶段（2013—2022年）为设计史研究的成熟

稳定期。这一时期国内设计史方面的核心期刊论文数

量长期保持较高发文量，普通期刊的设计史论文刊文

数量更为庞大。在老一辈设计史、工艺美术史学家的

带动下，国内设计史研究的新生力量成长起来，从国内

设计史研究主题的演变图（见图4）和突发性关键词图

谱（见图5）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关键主题有“中国设

计”“设计学”“史学理论”“类型学”“学科间性”等，研究

的视角更加专业化、细化和体系化，研究的主题更多偏

向中国，并呈现面向世界的视角趋势，国内的设计史研

究正在朝国际化、多学科交叉性、多元性等方向前进，

在“设计学”“设计研究”主题方向下，历史学、考古学、

信息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被引入设计史研究

领域，说明国内设计史研究正在建立系统、科学、多元、

前沿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突现是指在短时间内，相关研究主题内迅

速增加的一些关键词语，由于这些关键词具有出现频

次高、出现迅速等特点，因此可以用来显示或者描述研

图5 国内设计史研究突发性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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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的前沿[7]。利用CiteSpace分析文献数据的关键

词突现（见图5），获得了22组突现型关键词，按照突现

词出现时间顺序，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功能主义、构成

主义、民族风格、明式家具、古代”。其中，“功能主义”

和“构成主义”主要对应的研究主题就是包豪斯和佩夫

斯纳，这也反映了国内早期设计史研究的主要倾向是

以西方设计对象、现象和理论为蓝本。“民族风格”“明

式家具”和“古代”所对应的研究主题则明显转向国内，

如表4所列的15篇国内高影响力设计史研究主题论文

中，第3、5、8、9、11、12、13篇明确以中国为直接研究对

象，这也是人们所提到的国内设计史研究3个10年期

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另外，图 5中的“设计”研究突

现值最大为 3.47，其他突现值较大的还有“包豪斯”

（2.75）、“功能主义”（2.48）、“艺术设计”（2.27）、“平面

设计”（2.09）、“设计研究”（1.96）等，这些较大突现值关

键词都代表了国内设计史研究的基本方向和领域，但

各自的研究持续时间并不一致。从目前来看，“设计

学”“设计研究”和“现代设计”的研究关键词持续时间

较长，并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其他关键词所集中研究

的持续时间已经完成，但并不代表未来不再出现。

三、国内设计史研究的热点主题综述

根据前文关于国内设计史研究的发文趋势、高影

响力论文、关键词数据分析，可以获知国内目前的设计

史研究主要聚焦于：设计史、现代设计史、包豪斯、平面

设计、现代设计、中国现代设计、艺术设计史、设计批

评、古代设计、设计研究等 10个热点主题。在梳理国

内设计史文献总体发展基础之上，结合上述10个热点

主题，归纳出当前国内设计史主要从设计史基本理论

与研究范式、设计史研究的学科转向和设计史研究的

中国主体3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设计史基本理论与研究范式

1. 设计史在设计学研究中的定位

近年来，关于设计学研究的重点和主要方向，在设

计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从表 4所列举的高影响

力论文情况可以看出，设计学界对设计史研究的学科

定位、理论边界、研究路径、方法、范式和系统构建进行

了积极探索。张宗登在研究设计学基本属性和学科特

征的基础上，认为设计学元理论由设计史、设计批评和

设计实践 3个层级构成，设计史研究应该以“史料”和

“史作”为基础，融入史学家的思想与观点，能够启发设

计实践的同时，又为设计批评提供佐证[2]。李砚祖在梳

理1830—1970年英国设计史的基础上，分析了设计对

国家形象建构及民族文化认同的解读，提出设计史的身

份意识观点，认为英国设计的身份意识和政府的设计意

识完美地实现了设计与国家的双赢[8]。这在一定程度

上对国内设计史在设计学研究中的定位和身份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祝

帅认为设计学的学科属性以实践应用为主，设计史研究

对设计实践具有积极意义，其价值不容否定，但设计史

研究的“边缘”才是常态[9]，这其实反映了设计史研究的

主体到底是设计史还是设计的历史之争。马格林《世界

设计史》的面世是设计史研究历程中里程碑式的重大事

件，引起了国内设计史学界关于中国设计史学科理论构

建的极大热情。周志认为马格林的《世界设计史》搭建

了一座设计史的“乌托邦”，这是一座连接设计历史、理

论、批评与实践研究的建筑物，勾画出了一幅设计史研

究的未来蓝图[10]，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国内设计史研

究视角的扩展。国内一段时间以“民族风格、明式家

具、古代、传统”为研究关键词（见图 5）的中国设计史

学科体系构建，在面向西方设计学界所构建的世界设

计文明视角下的设计史体系中并没有话语权。

2. 设计史研究基本范式

基于前文设计史核心期刊论文、主题、关键词数据

分析，国内设计史研究基本范式在争论中逐渐形成，各

种设计史研究方法论、路径、视角和观点层出不穷。李

立新在探讨分析了中外设计史所处场域和语境的差别

之后，认为中国设计史研究应该以“长时段”的纵向历

史研究为主，“短时段”的横向设计历史发展研究为辅，

注重史料的收集、实证与阐释，综合应用多学科方法进行

定性、定量分析，构建横纵交叉的设计史研究范式[11]。吴

文治以长信宫灯书写文本个案为例，探讨分析了古代

设计史学科范式的基本思路，构建了从考古文献、历史

文化史实为基础，以跨学科研究方法，注重在不同场域

的不同研究策略和方法选择的古代设计史研究范式[12]。

这其实反映了设计学学科本身跨学科的基本特点，区

别于美术史、艺术史对经典作品、代表性人物的解读与

分析，国内设计史研究基本模式逐渐显现。张黎在对

当下国际设计史研究发展动态的基础上，结合马格林

《世界设计史》书写模式与叙事模式的分析，提出设计

史叙事应注重纵向与横向的沟通、互动与影响研究，避

免设计史叙事仅在时间与地域两个维度上的简单叠加[13]。

张娇则更进一步，提出设计史叙事基本范式应该在历

史向度、美学向度、设计向度、人物向度、技术向度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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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分析和发掘设计的内在动因与逻辑，从而构建整

体上的设计演化规律[14]。国内的设计史研究基本范式

呈现了西学东渐的态势，在不断学习、吸收和发展过程

中，正在形成与西方的精英式叙事方式不同，构建基于

社会史、文化史的设计史研究范式。

（二）设计史研究的学科转向

1. 传统设计史的基本书写

全球范围内的第一本现代设计史著作是曾任英国

美术史协会主席的佩夫斯纳所著的《现代运动的先

锋》，其开创了设计史研究的先河。另外一位设计史研

究的先驱吉迪恩也是美术史学家，其代表作是《机械化

的决定作用》。佩夫斯纳的突出贡献在将设计史从社

会美术史的研究中独立出来作为专项研究，在其带领

下影响了一大批国际著名的美术史学家，并形成了设

计类型史研究领域。吉迪恩的突出贡献在强调设计史

研究的文化属性，他在设计史研究中强调科技与工业

的进步对设计的重要影响，因此佩夫斯纳和吉迪恩被

公认为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设计史学家[15]。设计史

研究的基础和前缘来自美术史，在佩夫斯纳和吉迪恩

所构建的设计史研究之前，美术史研究的相关理论与

方法已经相对完善，如森珀最早在美术史研究中引入

了进化论思想，形成了唯物主义美学史观，因此，设计

史的研究和书写模式不可避免地对艺术史和美术史进

行了模仿。同时，工艺美术运动诞生于 19 世纪的英

国，工业革命与手工业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就为工艺

美术史的发展奠定了肥沃的土壤，至此之后的各类艺

术流派、艺术运动、设计运动是艺术史、美术史、设计史

发展的基础，这是西方设计史发展的基本背景和书写

模式。根据国内研究关键词聚类和共现分析可知，国

内设计史研究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基本保持一致，在前

2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从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和书写

模式方面高度一致，但在进入第3阶段之后，国内设计

史研究范式逐渐成熟，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书写模

式和叙事方式方面与西方并驾齐驱。

2. 国内设计史研究的学科转向

国内的设计史研究已经进入到崭新阶段，在将近

20年“西学东渐”的基础上，国内的设计史学家对设计

史学科属性和基本特征做了全新的理解。周博认为中

国设计史研究应该建立自己的经典叙述语境，并将现

代设计史研究与古代的历史、艺术、文化相联系，建立和

完善自己的研究途径，重视设计史研究的全球视角[3]。

祝帅在《论设计研究的“学科间性”》中认为，设计研究

要强调和突出交叉学科的基本属性，并将实证研究方

法引入在设计史论证中，在不同设计史研究语境中应

用不同对策[9]，这也是近 10年来国内设计史运用考古

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古代与近现代设计史进行

研究的趋势。杨先艺在总结改革开放 40年中国设计

理论基本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设计理论经历

了工艺美术运动、艺术设计运动、现代设计运动及中国

设计学派的更迭[1]，这四个阶段也标志着国内设计史

研究的基本转向，中国设计史系统构建自工艺美术史

以来，经过艺术设计史、设计艺术史，最终形成中国设

计史相关理论。李立新认为设计史的人类学研究倾向

非常切合设计学基本特征，认为设计史研究应该重视

田野调查，设计史研究已进入转折时代[11]。诸多设计

学者提出自己的设计史研究视角、论述路径和基本模

式，可以看到，国内目前的设计史研究已经从以往的传

统工艺美术史、艺术设计史、工业设计史转向更为宏

大、系统、多元的研究视角，突破了以往以单一研究对

象、编年体叙述为主的书写和研究模式，转向以宏观视

角叙事、以设计伦理为导向、以史料为依据，结合社会

史、文化史背景进行系统性的设计史书写与研究。同

时，纵观全球设计史学界，面向全球化理论基础与视角

的世界设计史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焦点，《中国设计史》

（20卷）是国内设计史研究学科转向的代表，也是国内

设计史学界构建中国设计学、中国设计史系统架构的

重要成果。

（三）设计史研究的中国主体

1. 书写中国设计史

近20年来，中国设计教育、设计实践、设计产业发

展迅速，经过前几辈设计学者的不断努力，中国设计学

逐步形成了设计文化自信[16]。随着西方设计史学界对

中国文化的逐渐认识和了解，国际设计史学界对中国

设计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梅格斯平面设计史》《世界设

计史》等著作中的中国设计文化介绍显著增多。早期

以高居瀚为代表，以艺术史视角对中国古代艺术文化

进行研究，以雷德侯、柯律格为代表的第2代西方艺术

史学家，将中国早期的艺术史研究扩展到更为广泛的

物质文化方面，而中国早期的设计史研究在西方设计

史领域很少有涉及，这反映了艺术史、设计史研究的西

方中心主义。但在新一代的西方设计史学家中，以马

格林为代表，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古代的器物设计、近现

代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设计文化。受国际设计史学

界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中国设计史在近 30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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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经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通过中国视角，对西方

设计史、设计文化、设计现象的解读是中国设计史学者

进行跨文化交流、推动中外设计史研究对话、树立中国

设计学研究的必然。中国设计史的书写主体主要在中

国设计史学者身上，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史学者和设

计史研究机构在国际上发表重要成果。书写中国设计

史至少包含了2层含义：一是对中国设计史的全面、系

统、科学研究；二是以中国视角、研究路径和模式，对西

方设计史的系统解读和研究，这 2块是目前国内设计

史研究的趋势。

2. 中国设计史研究主题

目前中国设计史研究的热点，从研究主题上来看，

主要形成了基于中国文化主题、中国设计史理论体系

构建两大领域。吴海燕[17]和周武忠[18]提出东方设计学

相关概念和外延，积极研究和构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

和现当代文化属性的中国设计文化领域；邹其昌[19]认

为中国设计思想史源自“考工记”，开创了中华考工学

相关理论体系，对中国设计思想发展史做了系统梳理；

胡洁提出敦煌设计形态学，以敦煌设计形态学研究与

实践为主，构建多学科、多领域、跨文化的设计学研究；

李立新[20]从设计学学科基本属性、内涵与结构等方面，

通过分析中外设计学发展的不同语境，认为中国设计

学、中国设计史的源头为《考工记》。从研究机构方面

来看，根据检索文献数据分析，国内设计史研究机构以

清华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为代表，清华大学在设计史研

究主题方面集中于设计史基本理论、现代设计史、工艺

美术史、中国现代设计、西方设计史等；南京艺术学院

在设计史研究主题方面集中于设计史理论、中国古代

设计史、西方设计史、近现代中国设计史等。目前，国

内设计史学界对中国设计史研究内容、领域、方法、范

式和理论做了积极探索[21]，如沈榆创始和主持的上海

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中国近现代设计文献研究中心

专注于中国近现代设计史料收集和研究，黄厚石则集

中对民国时期、延安时期的设计史进行系统研究等。

四、结语

回顾国内设计史的研究历程，通过CiteSpace对国

内设计史研究文献数据进行图谱绘制和解析，从设计

史总体刊文数量、时间与期刊分布、高产作者与高影响

力论文情况、研究关键词共现与聚类、研究热点与主题

演进等方面入手，对国内设计史研究领域的期刊论文

整体情况进行了科学计量可视化分析。通过总揽式地

论述设计史研究发展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推动国内设

计史研究提供参考。总体而言，国内设计史研究时间

较短，国内设计史研究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3个10年

期阶段，目前正处于第 3阶段，因此，有大量的研究成

果集中于前两阶段，对国内设计史学研究影响较大。

在研究对象方面，较多集中于包豪斯、工业革命、工业

设计等内容；在研究路径方面，较多采用西方精英式叙

述方式；在研究模式方面，较多采用艺术史、美术史为

样本。令人可喜的是，在设计史研究的第3阶段，也就

是目前国内的设计史研究中，诸多的设计史学者将研

究视角聚焦于本土文化和基于中国视角的西方设计史

方面，并在前期基础上，开创了许多科学、系统的设计

史研究路径与方法。

在研究视角方面，突破了以往设计史研究的西方

中心主义和艺术史、美术史传统，正在构建基于多学

科、宽视角、实证性、史论性、多元叙事的设计史研究和

书写视角，从全球史的视角分析和研究中外设计交流、

传播的历史是一大趋势；在研究方法方面，基于前辈学

者的不断努力，国际先进设计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已经

在国内设计史研究方面应用成熟，根据中国设计史的

现实情况，国内设计史研究方法开始呈现多元化、多层

次结构特征，如方晓风提出国内设计史研究的一般范

式，李立新认为应该去田野寻找生活的设计历史等。

至此，国内设计史研究进入了崭新阶段，构建中国设计

史学科体系、模式与国际话语权是当下国内设计史学

的另一大趋势。

参考文献

[1] 杨先艺，刘震，汪笑楠. 改革开放 40年中国设计理论争

鸣与中国设计学派话题重建[J]. 艺术百家，2019，35

（2）：57-60.

YANG Xianyi，LIU Zhen，WANG Xiaonan. The Contention

of Chinese Design Theory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esign

School[J]. Hundred Schools in Arts，2019，35（2）：57-60.

[2] 张宗登. 设计史·设计批评·设计实践：设计学元理论的

三个层级[J]. 艺术探索，2019，33（3）：119-124.

ZHANG Zongdeng. Design History · Design Criticism ·

Design Practice：Three Levels of Design Meta-Theory[J].

Arts Exploration，2019，33（3）：119-124.

[3] 周博. 中国现代设计史研究的语境与途径[J]. 美术研

究，2020（5）：87-88.

83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 2022年4月

ZHOU Bo. The Context of and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Modern Design History[J]. Art Research，2020

（5）：87-88.

[4] 任恒. 近 25年来国内社会智库研究进展与趋势——基

于CiteSpace的信息可视化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3）：232-240.

REN Heng. Research Progress and Trend of Domestic

Social Think Tanks in the Past 25 Years：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J].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2021，42（3）：232-240.

[5] 王家斌，荆蕙兰. 回顾与展望：我国边疆治理研究的现

状、热点与趋势——基于 CNKI 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

（2）：223-233.

WANG Jiabin，JING Huilan. Review and Prospect: Current

Situation, Hot Spots and Trends of Frontier Governance

Research in My Country: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CNKI Journals[J].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2021，42（2）：223-233.

[6] 许哲. 回顾与展望：基于知识图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

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1

（12）：226-234.

XU Zhe. Review and Prospect: Research on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J].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2020，41（12）：226-234.

[7] 郭秀晶，房宏君.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热点、前沿及其

演进可视化探析[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40（3）：

126-132.

GUO Xiujing，FANG Hongjun. A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the Hotspots，Frontiers and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Science Research in Beijing[J]. Tsinghua Journal of

Education，2019，40（3）：126-132.

[8] 李砚祖，张黎. 设计与国家的双赢：英国设计史的身份

意识[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3（5）：

7-13.

LI Yanzu，ZHANG Li. A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design

and the country：Identity consciousness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design[J]. Journal of Nanjing Arts Institute（Fine

Arts & Design），2013（5）：7-13.

[9] 祝帅. 论设计研究的“学科间性”[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美术与设计），2018（1）：102-106.

ZHU Shuai.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of Design Research

[J]. Journal of Nanjing Arts Institute（Fine Arts & Design），

2018（1）：102-106.

[10] 周志. 设计史的乌托邦：评马格林《世界设计史》[J]. 装

饰，2021（4）：62-66.

ZHOU Zhi. Design History as Utopia：Book Review of

Victor Margolin's World History of Design[J]. Art &

Design，2021（4）：62-66.

[11] 李立新. 我的设计史观[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

设计版），2012（1）：8-15，181.

LI Lixin. My View of Design History[J]. Journal of Nanjing

Arts Institute（Fine Arts & Design），2012（1）：8-15.

[12] 吴文治. 中国古代设计史学科范式反思——基于“长信宫”

灯书写文本的个案探究[J]. 湖南包装，2020，35（4）：1-6.

WU Wenzhi. Reflection on the Disciplinary Paradigm of

Ancient Chinese Design History：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Writing Text of "Changxin Palace" Lamp[J]. Hunan

Packaging，2020，35（4）：1-6．

[13] 张黎. 设计如何使世界成史——论《世界设计史》的学

科价值[J]. 装饰，2021（4）：70-73.

ZHANG Li. How does World Become History by Design?

the Disciplinary Value of World History of Design[J]. Art

& Design，，2021（4）：70-73.

[14] 张娇，王健. 技术向度：设计史分期的新视角[J]. 东北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6）：10-16.

ZHANG Jiao，WANG Jian. Technological Dimension：A

New Perspective of Design History Periodization[J].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2020，

22（6）：10-16.

[15] 尹定邦. 设计学概论[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YIN Dingbang. Design：an Introduction[M]. Changsha：

Hunan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2009.

[16] 祝帅. 全球设计史观与中国设计主体性的建构——兼

谈“世界设计史”研究的学科意义及学术启示[J]. 艺术

设计研究，2021（2）：61-66.

ZHU Shuai. The Concept of Global Design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Design：Also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Study of

World History of Design[J]. Art & Design Research，2021

（2）：61-66.

（下转第92页）

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