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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中生有：设计的艺术》一书是2023
年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推出的设计学术
著作，作者为上海美术学院汪大伟教授。作
者认为“无中生有”是发生与质变的过程，印
证了量变与质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置
于设计领域，即是“零到一”“一到二”两种设
计本体的思索，前者为创新，后者为发展。
因此作者紧扣“无中生有”这一概念，以“为
时代而设计”为核心脉络，从公共艺术、数码
艺术谈起，再对艺术教育、未来设计进行分
析与反思，为读者呈现出一幅现当代中国艺
术设计的靓丽景观，进而助推新时代艺术的
深入发展。

公共艺术活动的实践

汪大伟认为，公共艺术是中国当代艺术
发展的方向，这些广泛存在于广场、小区及街
头巷尾的艺术实践，正是艺术顺应时代潮流，
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介入与反思、构建与实
践，进而营造人类理想场所的鲜明写照。因
此，公共艺术不应被看作一个简单的专业，而
是一个集合各专业为社会服务的学科与平
台，即公共艺术“用艺术的语言和形式，通过
唤醒公众的审美需求，实现个人的创造价值，
找回集体认同感、归属感，自觉地解决公众问
题”，从而实现为社会服务、为时代设计的艺
术愿景。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城市与地方所塑造
的城市景观形态与历史文脉脱节，这些地方
注重大广场、大草坪等缺乏个性的景观塑造，
从而呈现千城一面的趋同化景象。公共艺术
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局部介入和装饰，而是以
哲学、美学、艺术观念为指导，整合人类研究
成果，以整体艺术与公共生活的关系为联结
的艺术行为。因此公共艺术实践要“因地制
宜”，与地方历史、文化相连，成为彰显城市个
性的名片。

除此，公共艺术尤其要跟随时代，彰显时
代风貌，弘扬时代精神。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而人们的精神观念却难以迅速转变。因此，

公共艺术要关注城市化进程背景下“美丽乡
村”的建设与发展，关注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
对中国特色城市化发展的作用，进而提高大
众的审美情趣与文明程度，为时代发声。

时代艺术语言的探索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艺术语言亦有所
更新变化，例如计算机技术、信息化语言与传
统艺术相互结合，从而催生数码艺术这一新
时代产物，其包括数字动画、数字影视、多媒
体艺术、交互艺术等多种新兴艺术形式。尤
其是近年人工智能艺术的发展，更为数码艺
术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例如中国艺术家钟
愫君（Sougwen Chung），她使用机器学习
平台训练一台连接手臂装置的计算机，并以
其作为搭档进行艺术创作。上海明珠美术
馆在2020年展出钟愫君的行为装置影像
《植物区系培育农业网络》，记录了她与人工
智能装置共同描绘植物区系培育农业网络蓝
图的过程。

数码艺术对艺术创作具有两方面作用。
其一为模糊工业分工，不同于传统工业生产
流水线形式，数码艺术能够支持创作者独立
完成一件作品的构思、造型、制作、成品等，从
而最大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其二为拓展创作
方式，传统艺术往往遵循个体化创作方式，一
幅作品的创作与诞生不会与观众产生关联，
观众仅能观赏作品而难以参与创作过程。然
而数码艺术使艺术创作过程更为自由，使其
拓展至一对多、多对多等，为公众参与艺术创
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例如以色列艺术家丹
尼尔·罗津（Daniel Rozin）的作品《Pen-
guins Mirror》，这件作品由450只会旋转
的机器企鹅组成，这些企鹅能够根据观众的
动作而转换身体，颇具趣味。

美院艺术教育的反思

汪大伟曾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对
美院艺术教育有深入了解。他指出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下，美术的应用性得以史无前例
的加强。因此美院艺术教育不应是“象牙塔”
式，而应更加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社会建设
添砖加瓦，并以此反哺艺术教育。

位于不同地域的美院深受不同地域的文
脉氛围影响，从而产生具有特色的美院气
质。上大美院深受上海都市文化孕育，积极
传承城市历史文化，并创作具有多样性的城
市文化反映城市、反映时代，“都市美院”应运
而生，其与都市同呼吸、共命运，相辅相成。
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上大美院都市美院以“大
美术”“公共艺术”作为核心概念。“大美术”立
足传统，思考美院如何服务社会、服务时代。

“公共艺术”立足当代，思考如何将艺术发展
与城市发展需求相结合。这两种核心概念指
明了美院艺术教育发展的两种途径，其一为
立足传统，使传统艺术符合社会与时代审美，
焕发出勃勃生机。其二为立足当代，积极创
新符合城市发展需求的新兴艺术，使艺术作
为城市以及社会发展的助推剂。

未来艺术设计的思考

通过实践公共艺术活动、探索时代艺术
语言、反思美院艺术教育，汪大伟为读者介绍
了现当代中国艺术设计积极进取的发展过
程。以此为基础，汪大伟畅想未来艺术设计
的路径与方向，并提出两点关键：

其一，振兴传统工艺。注重挖掘属地传
统文化，提升文化境界，增强文化凝聚力与归
属感，从而增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为文化
强国带来更多的文化自信与可能性，建立一
条符合当代东方审美的生活方式，打造引领
当代文化发展的文化强国之路。

其二，创新当代设计，汲取外国先进的艺
术设计文化，并积极引入高科技手段进行辅
助。蕴含有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的现代艺术
设计，借助具有崭新面貌的高科技手段进行
创作与展示，能够为人们带来新颖的艺术视
角与新思维，从而体现时代精神。

（作者系西安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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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为时代而设计”的艺术愿景
——评汪大伟《无中生有：设计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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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虽题为《短信》，实则是在探讨中国设计
的方方面面，是作者赵健教授将他多年来在设计实
践和教育中的写作和思考汇流成河的一本专著。缘
何题为《短信》呢？因为本书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写作
模式。赵健在自序中写到，本书中的所有篇章，都精
选自他平时利用碎片时间，不分场合和篇幅在手机
备忘录里撰写的文字，并以“生放送”——保留原文
原稿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在数字化时代，碎片化阅
读逐渐成为了最常见的阅读方式之一。那么，碎片
化写作呢？灵感的迸发是不分时间和地点的，这类
灵感往往极为珍贵，在后期有巨大的拓展潜力。但
正所谓“灵光乍现”，来得快去得也快，倘若不立刻记
录，亦会很快流逝和忘记，我相信这是所有从事文化
及文艺工作、教育和创意工作的人都可以感同身受
的。手机成了21世纪的创作者们快速记录灵感的
最佳工具。碎片化写作的优势，在于其语言的松弛
感、议题范围的广阔以及对核心观点的精确把控，这
些我们都可以在《短信》一书中感受到。

其实，在以设计为主题的著作中，以随笔、短文
合辑或访谈节选的形式出版的著作并不少见，如原
研哉的《为什么设计》、松浦弥太郎的《设计100》、欧
阳应霁的《设计私生活》和迈克尔·别拉特的《设计随
笔79》等等。赵健的《短信》也再次印证，这种写作
形式对于设计和文化主题来说是十分恰当的，这本
书兼具了学理性和可读性，其受众并不仅限于设计
从业者、教育者和学生，对于非专业的设计爱好者
们，也会是一次深度和趣味并存的阅读体验。

纵观本书中的80余篇“短信”，其主题大致上可
以分为三类，即对“设计实践”“设计教育”和对更广
义的“设计文化”的思考。首先，在所谓的“设计实
践”方面，赵健对海内外众多设计项目进行了点评和
分析，涵盖了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与展示设计
以及时尚设计等多个门类。例如，在《哥本哈根超级
线性公园》一篇中，作者不仅剖析了这一知名项目的
设计要素，还对“公园应如何为人服务”的议题进行
了深层思考；而在《最美地铁》一则里，他遴选了十个
国内各城市的地铁站，从其空间动线、建筑逻辑和视
觉元素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点评；《微言微语》则以一
种新颖的形式，摘录了作者于2016-2017年间在微
信朋友圈中发布的短文，其中包含了对彼时热点设

计师、设计作品以及相关话题精炼
且透彻的点评。对从事于设计实践
的青年设计师们来说，这部分的内
容价值甚高，而对于非专业的设计
爱好者来说，阅读起来也并不枯燥，
这种深入浅出的专业剖析给人一种
身临其境之感，仿佛在自己的朋友
圈中就能看到平时不容易接触到的
高质量解读。

其次，作为一位资深的设计教
育家，赵健将他多年来对于中国设
计教育的思考也融入到了《短信》
中。设计学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很新
的学科，其教育的方式方法也顺应
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自我革新
和改良。2023年，设计学正式被归
为交叉学科，成为了理、工、艺、文等多领域相结合的
新型学科，这也为未来的教育方向带来了挑战。赵
健这一代的设计教育工作者们正是我国设计学教育
改良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声音精准地点出了当今中
国设计教育的优劣以及未来发展的新趋势。正如他
在《设计+母校》中分析的，设计学在未来不仅可以
与美学和社会学结合，也可以和医学等学科进行跨
学科协作，进而丰满设计学的教育体系。他也在书
中不止一次地强调，设计的核心不是物，而是人，设
计师不能以个人兴趣为起点，而应该将“他人的需
求”作为工作重点。这是青年设计从业者经常会进
入的误区，也是“艺术设计教育”向“设计教育”发展
时必须补足的关键思想。

最后，令我感触颇深的，当属“设计文化”的内
容。在当代社会，设计已经从一种诞生自工业化劳
动分工的专业行为，转变为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取向、
生活方式和文化。正如赵健在《短信》中写道：“文化
的实质，主要不是其上‘眼睛能看到的’部分，而是用
心能感知的那方方面面。”设计文化的实质，也并不
是造物而出的设计产品，而是其衍生的关于个体、社
会、城市乃至家国的思考。设计源于文化，而最终也
会归于文化。在《短信》中，有关于广州地域文化而
引申出的设计思辨，对中原居住文化的探讨，也有对
于竹编技艺和傣族手工纸等传统手工艺的讨论。这
部分内容读起来轻松愉快，又能不断引发读者的自
主思考。

上文提到，国际上以随笔形式出版的设计类书
籍并不少见，但《短信》的特殊价值，在于它的“中国
性”。几十余篇“短信”虽主题繁多，但都跳脱不出

“中国设计”这一母题。诚然，中国设计的发展是中
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缩影。在我国综合国力飞速发
展、文化软实力稳步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产生更高
向往、国家工业实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逐步攀升的
大背景下，从国家、企业、社会到普罗大众，都对中国
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赋予了更大的期望。设计
也已从追随西方设计思潮的舶来品，逐步本土化，变
为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且为了中国的专业。属于中
国的独特设计文化正在孵化当中。中国设计学者们
的所思所想，也不再局限于如何将舶来的“现代设
计”和中国传统艺术和文化相结合，而是如何让设计
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之后，作为一个以人为本
的学科为中国产业转型服务；如何作为一种战略为
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如何作
为一种文化融入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恰好是
目前中国设计学界最重要的潮流之一：如何建立中
国设计的主体性。在这一潮流之下，中国设计不仅
需要更多的本土设计实践和设计理论，也需要更加
多样性的设计写作模式，以及更加丰富的设计思
考。《短信》一书，及其从属的《中国当代设计学术思
想文丛》，正是这一潮流下恰到好处的成功案例。

（作者系西安工程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教师）

收到金匠博士的近著《另一张面孔：图像中
的明代社会》，着实让我惊喜。已有几年不曾谋
面，没料到这期间他又默默地推出了一本几十万
字的艺术史著作。

在我的印象中，金匠的角色和自我定位首先
是画家，他爱画画，以富有情趣的水墨画显现才
情，热情也主要挥洒在绘画创作上，我从未想过
他亦会潜心著述，写“大块文章”。金匠的近著其
实也“暴露”了他的另一张面孔——学者，他也是
接受过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专业训练的博士。

《另一张面孔：图像中的明代社会》一书彰显
了金匠画家和学者的两面性。书中既能看见艺
术家的敏感，也能读到作为学者的严谨与好奇
心。艺术家或许会迷恋图像的形式，并沉醉其
中，而学者常常推敲图像背后的“为什么”，而不
只满足于图像带来的审美愉悦。画家之眼令人
敏感于图像的形式构成，而学者之思渴望抽丝剥
茧揭开图像的另一面——艺术家在何种情境下
进行创作，金匠的新著融汇了这二者。

约翰·伯格曾说：“除了图像，还没有任何一
种遗物或古文献可直接确证各个朝代人民生活
在其中的世界。在这方面，图像比文献精确、丰
富。”这句话或许可揭示金匠潜心著述的初衷，他
在明代遗留下的绘画图像中有所发现：《另一张
面孔》由《龙：奇异的图像》《人：众生的肖像》《行：
明人居行的图像志》《乐：戏台上的人生》四部分
组成。这样的内容与结构布局，体现着金匠的写
作野心——上至帝王，下至乞丐，记录明人的衣
食住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娱乐。

书中第一篇《龙：奇异的图像》即引人入胜。
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里便出现过明太祖朱元

璋的画像，画中的皇帝丑陋无比，甚至显得猥琐
不堪。这反映了大众对朱元璋形象的接受：满脸
麻子、下巴狭长、相貌怪异。这种帝王形象时常
无法与尊贵的地位相称，但不由得让人追问，这
种形象是如何出现的？金匠根据当代学者的研
究，结合流传下来的图像，他注意到了朱元璋两
种形象的长期共存，尤其是朱元璋丑陋的图像让
人遗忘了他另一种图像的存在。宫廷画师给朱
元璋的画像，是标准的“御容”，画中人富贵大气，
不怒自威。但与我们常见朱元璋的丑陋图像天
差地别，判若两人。我们不由好奇：谁才是真正
的朱元璋形象？一般人肯定会认为御容存在太
多美化，而“异相”又过于丑化，但两者究竟如何
结合在同一个对象身上，实在耐人寻味。

金匠认为，朱元璋异相出现的原因，和相术
文化密切相关。相术文化时常赋予不同形象不
同含义，贵贱穷通都可以在人的面相中体现。相
术文化在古代时常作为统治秩序的辅助，常常为

登上权力巅峰的帝王合法化服务。朱元璋的异
相，虽然看似丑陋，但却仍然符合相术文化中对
帝王特征大富大贵的描述。民间对朱元璋的塑
造，常常是因为无法目睹其真容，凭想象与文献
塑造而成。因此，金匠得出结论：“深受相术文化
浸染的明代社会，在明代相术师的理论指导下，
明代社会合力将一个最为尊贵的‘望若龙状’的

‘猪龙’贵相赋予了这个朝代的缔造者，甚至这个
‘猪龙’还谐音明代皇帝的姓氏‘朱’。而不是像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是在丑化或者诋毁这个
帝国的缔造者的形象。”金匠解说完帝王，便把目
光转向明代更为普通的人物形象。《人：众生的肖
像》这一部分在全书中比重最大，有150页之多，
也是金匠最为用心的地方。

一张所谓的《流民图》引起了他的注意，对于
这张图的内涵，在明代就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流
民图》是后人的命名，并非周臣本意。金匠注意
到周臣本人题跋“虽无足观，亦可以助警励世俗
云”，他由此出发，推测流民的命名未必准确，又
重新回到图像中，认为图中大多数人只是乞丐。
所以，周臣绘制这些形象，是告诫世人应勤勉，而
不应自甘堕落成为乞讨为生之人。金匠援引文
献试图区分流民与乞丐，他认为流民是因为自然
灾害、战乱等被迫流离失所的人，理应得到同情
与救济，应与主动成为乞丐的人区别。

接着，金匠又以黄姬水的题跋佐证自己的观
点。离周臣绘制时间不到50年的黄姬水，在题
跋中并没有对图中人物的同情，而是联想到那些
为乞求富贵出卖尊严的人，认为他们与乞丐无
异。真正将此图与“流民”联系起来的是张凤翼，
张在跋语中痛斥宦官刘瑾专权，使百姓民不聊

生，流离失所。张的这种解读突出了此图的政治
性，虽然可能是曲解，却在后来成为了主流，以至
于此图最终被命名为《流民图》。

金匠笔锋一转，挖掘了流民的真正含义。流
民与有固定居所和劳动场所的百姓相对，而农民
显然是后者的典型。农民和土地的紧密相连，成
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石。但是，农民在古代又时
常因为社会政治形势的突变，而被迫成为“流
民”，成为大地上的流浪者。金匠在描述分析这
种状况时毫无疑问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

农民淳朴地劳动，自给自足，在自然中劳作，
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是无数古代文人对理想社会
的勾勒，但现实常常将这一切击得粉碎。金匠从
沈周的桃源诗与渔乐图出发，分析了这种社会状
况下沈周的创作心理。作为传统文人的沈周，原
本渴望耕读传家，但却因为苛捐杂税，渐渐对庄
园农耕生活产生了厌倦。因此，他愈来愈向往陶
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生活。那里没有战乱，没有盘
剥，人人怡然自得。而渔夫是桃花源中的代表，
也是文人向往的角色，他们没有被土地捆绑，以
垂钓打鱼为生，看似充满诗情画意，这是沈周隐

秘的心事。但金匠指出，这种向往只是一种幻
想，因为在明代户政制度下，农民和渔民有很严
格的区分，农民转为渔民并不容易，此外渔民同
样也要受到层层剥削，并没有看起来那般闲适与
诗情画意。金匠对苦难的同情已经溢于言表。

该书的写作可以算艺术社会史研究范畴，作
者总是关注图像背后的生产机制：在什么样的社
会中产生这些图像，而这些图像又将为谁消费？
他的写作为读者留下了很多线索。“以图证史”，
图像到底有多少说服力？恐怕是“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因为图像面向观看者是多义的，并没
有标准答案。而艺术研究又并非自然科学可以
实证，作者利用各种明人笔记与正史资料，尽其
所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同时也激发了阅读者的
进一步思考。

总体来说，《另一张面孔：图像中的明代社
会》是一本有趣味的书，不仅关乎艺术，也关乎社
会。最令人动容的未必是作者为历史图像所提
供的解读，而是文字底下涌现的悲悯与想象力。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江西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

设计之为生活启蒙，其意义不亚于思想启蒙。
百年来，中国设计由理想变为现实，由弱小走向壮
大。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设计必将更全面、更深
入地走进日常。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当代设计学
术思想文丛》第一辑包含汪大伟的《无中生有：设计
的艺术》、赵健的《短信》、宋建明的《问学色彩之
道》、李立新的《设计的基因》、赵农的《空山鸟语》五
册，本文丛汇聚中国当代设计界中坚力量，既包括
设计史论类学者，也包括设计实践类专家，以个人
文集形式系统呈现其学术、思想及实践成果。本期
约请西安工程大学教师苏冠华、西安美术学院学生
刘晋，撰文推荐文丛分册《短信》《无中生有：设计的
艺术》，探讨艺术设计的内涵、边界及价值，呈现中
国设计学术思想的最新成果。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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