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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个思维过程将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那么，我们怎么

样来主动地指导我们自己的思维，使它能为我们指向一个富

有价值的结果，就值得研究了。 人们通常用形象思维与逻辑

思维的统一来解释创作思维的活动，那么，设计思维作为创

造性思维的一种，它的形象性与逻辑性似乎更加明显。选择

评价与搜索发现这两个基本环节是紧密联系的，不是单一的

而是众多的循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设计过程。英国一位建筑

师就说过，时间、金钱和信息是设计中的主要限制因素。何

况，设计牵涉的问题大多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它们的

协调往往比较困难，多重价值的冲突使得优劣难分的情况常

常出现。 最有代表性的是把思维方式分为：抽象（理性）思

维、形象（感性）思维与灵感（顿悟）思维三种形式。 科学

思维是对本质方面进行单方面的概念加工，遵循共性的理性

逻辑，力图达到对观事物的科学认识。艺术思维是对现象和

本质两方面进行双重加工，加工的重点在感性形式上，遵循

的是个性的情感逻辑。前者用共性概括个性，后者用个性显

示共性。前者是自然作用于人的精神，后者是人的精神作用

于自然。艺术思维特有的双重加工，感性形式和理性内容均

发生变化，从而形成新的审美形象统一，结果是新的艺术形

象、艺术品的诞生。艺术是设计创作的本质，正是由于艺术

的特殊作用构成了设计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艺术文化

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在高层次上的审美结合。马克思把艺



术看作是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当今世界已从科学时代步入

后科学时代，我们的设计创造活动也应适应这个变化，进入

高层次、多样化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

人类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一种艺术品存在。设计创作的艺术

本质，突出了人的精神力量，表达了人对客观世界的参与和

体验，并在参与和体验中观照自身，表现自我，实现自我。 

在设计的过程中，影响创作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社会大众的

审美趋向、甲方的自身要求、还有设计本身的一些制约等。

但我觉得设计师不仅是一个设计任务的完成者，更重要的是

，他还是社会文化的缔造者。他对社会上设计文化的思潮有

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在混沌之中推波助澜，还是高举审美

理性的大旗，为社会审美舆论作正确的导向，是一个有良知

的设计师的自身价值之所在。什么是有价值的设计或什么又

是没有价值的设计？我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对和谐的理解。每

个人都要受到自己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世界上几乎每

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民族的

思维方式具有长久、普遍的特点。一个民族的社会意识和实

践的所有方面都受到民族思维方式长久、稳定的影响。设计

文化是人类文化最典型、最集中的体现。文化是一个具有延

续性的思维积累，在这个积累中，后来的一代必然要给传统

的文化内涵注入当今时代的特征，但是这个过程中又不可避

免地要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我在题目中谈到的在设

计过程中的沿袭与开放的关系。 沿袭，是指采取一种主动的

姿态面对传统文化，是一种扬弃的继承。这是必须的，因为

我们不可能丢掉那灿烂多资的传统文化，把自己置身于现代

文明的旷野，这如同丢掉自己的灵魂在作不可预料的挣扎。



正如吴冠中先生所说的"风筝不断线"我们自始至终都不可能

抛弃我们的母体，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的需要，也是多元化

的时代，找到自我坐标的需要。开放，是以一种主动的姿态

去面对现代文明。现代的世界需要交流，需要勇敢地参与到

信息爆炸的当今时代中，特别是像设计这么一个信息交错的

行业，开放的姿态永远是获取第一手灵感与资料的前提。沿

袭与开放的结合，是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结合，是在感性

与理性的天平上找到支点。 当今世界上不乏有把自己的文化

传统与现代文明有机地结合于设计中的民族，如芬兰、日本

、德国等等。他们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正确地面对了设计中的

沿袭与开放问题，并在对传统的现代诠释方面作了成功的钻

研与探讨。他们的设计作品从大处看不落后于现代文明，从

分析的角度看有对自己母体文化的追忆，这样的设计，具备

了较高层次的文化内涵，赏心悦目的同时也能激发对历史的

怀念。相比之下，我们的许多设计人员却不具备应有的责任

感与使命感，为了完成一个设计项目而东拼西凑，仿佛那就

是一种开放的手段，实际上却导致了设计思维的混乱，设计

作品缺乏内涵，较为肤浅。要么陈词滥调地抄袭一气，要么

就天马行空，离题万里。提高设计人面自身的文化素养与艺

术涵养是势在必行了。 我认为，要处理好设计审美中传统与

现代的关系必然要先解决好设计中的沿袭与开放的关系。从

某种角度上看，这是一个设计的哲理，这种哲理来自于对时

代的把握，对历史文化的推陈出新，对科技发展的掌握和理

解，以及对优秀建筑文化的创造性理解。这种哲理是历史唯

物和辨证唯物的更是感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我们经常讲建

筑要注重和谐（harmony），实际上，我信为和谐是有参照性



的，这个参照物就是历史文化，就社会科技甚至是未来。我

们沿袭的是历史文化，是固有的环境特色，是对一切已存在

的事物的尊重，而不是随意地抹杀；我们要去开放的首先是

我们的头脑，前卫的思维方式，对想象力的重视，对外来优

秀科技的重视等等。这一切的结合最终只想得到一个近乎完

美的结果--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