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工业设计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世界工业设计史》

13位ISBN编号：9787535615671

10位ISBN编号：7535615678

出版时间：2002-10

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

作者：陈鸿俊编

页数：14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世界工业设计史》

前言

　　鸿俊君的《世界工业设计史》完稿付梓了。作为他的师长和朋友，欣慰之余，一种钦佩之情亦油
然而生。我想，这是他长期以来在艺术理论上锲而不舍、辛勤劳作而获得的成果，司喜可贺!　　我与
鸿俊君的邂逅始于1997年，当时他作为湖南工艺美术职工大学的青年教师，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进修。在教学的过程和平时的切磋、交流中，他才思敏捷且刻苦用功，十
分珍惜在工艺美术最高学府的深造机会，的确像海绵一样，充分而广泛地汲取艺术营养，学院的全部
史论课和所有的学术讲座，他没有一个放过的。这种劲头似乎在当时本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也是少
有的。更为感人的是，鸿俊君深感离家妻和出生不久的孩子而不能照顾她们的苦衷，只有将情爱倾注
于专业学习和理论研究之中。他平时省吃俭用，几乎没有给自己添置过什么生活用品，但结业时却购
买了几大箱专业书籍和相关资料带回老家。近些年，时闻他进步的喜讯，知道他在教学、科研的同时
，还介入了教学的管理工作，想必这一切对他学术的发展大有裨益，也成了他编写这本教材的动力。
　　写设计史似乎是当下比较时髦的事。目前国内关于设计史的教材确实有一些，但多少存在生硬的
翻译痕迹，行文与论述上似乎还未能真正实现“中国化”，而且切实适合大中专艺术专业教学或作设
计师参考用书者并不多见，尤其作为非艺术专业审美教育的教材来看，适者更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
因，一是有的作者并未对原著或原始资料进行充分地消化，没有吃透其精神实质，成为自己真正的营
养；二是一些作者急功近利，缺乏足够的调查研究，匆忙出书，导致书中内容带有明显的“自赏”意
味，并不合乎读者需求；三是有些作者缺乏普及艺术设计理论的意识，忽略了大中专艺术设计专业的
大批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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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业设计史》

内容概要

《世界工业设计史》具有一定的新意：（一）全书构架不落俗套，具相当的科学性、合理性符合者思
维、阅读的习惯和规律，基本做到了一目了解；（一）内容较全面，观点鲜明，基本反映这一领域最
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三）文风平实，表达清晰，行文精练，逻辑性强，便于读者理解和把握，文
字生动而流畅，做到了以史为主，史论结合；（四）具有一定的思辨性、启导性。在某些问题上，有
作者个人的见解和观点，并注意到教材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思考的可能性，在一些理论问题上做了有益
的探讨。    《世界工业设计史》视角独特、资料翔实、观点鲜明，且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学术
价值，这一研究成果可谓在此领域中的一棵新苗，相信会进一步充实我国大中专艺术设计教学、研究
园地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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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工艺美术运动的主要成就　　工艺美术运动主要特点是忠实于自然，采用自然材料以及注重
材料自身的设计，风格简洁朴实，具有自然情调。设计范围包括家具、陶瓷、金工、纺织及印刷、书
籍装帧等。　　(一)家具设计　　工艺美术运动影响最大的项目是家具与室内装饰。莫里斯“红屋”
的设计就是明证。代表人物是沃赛和斯各特。其共同风格是简洁、质朴，没有过多虚饰结构，并注意
材料的选择与搭配。查尔斯?沃赛专门从事室内和家具设计，他习惯选用橡树木料，造型简单而结实大
方，偶尔采用黄铜或红铜作装饰，风格清新、轻巧。代表作是1888年设计的私宅“果园”(The
Orchard)，其建筑家具及室内装饰均由其本人一手设计。和沃赛一样，马基?休?巴里?斯各特也是由建
筑师转行而来的室内装饰与家具设计师。他喜欢采用民间图案与植物纹样作装饰图案，加上凸出的线
饰，家具与室内浑然一体，其设计主张备受推崇，成为当时伦敦郊区许多建筑的流行风格。其得意之
作是1892年在门恩岛道格拉斯建成的私宅“红屋”。　　(二)陶瓷设计　　陶瓷设计仍以实用性小、
主要供陈设与玩赏的艺术瓷为主，陶瓷家们忙于搞高温釉及窑变等品种的实验。但在克里斯托夫?德累
塞的陶瓷设计中已带有明显的植物有机形态的特点，具有工艺美术运动的典型痕迹特征。　　(三)金
工设计　　金属制品是设计师们表达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家具、陶瓷相比，
金工设计更少无用的虚饰，更富于现代感，而且出现了工艺美术运动两个重要代表人物阿什比和德累
塞。查尔斯?罗伯特?阿什比(Charles Robert Ashbee 1863—1942)原在剑桥大学学习历史，受拉斯金影响，
他于1888年创办了“手工艺协会”，从事银器和家具等的设计。他设计的银器造型高贵、典雅，带有
修长弯曲的把手或支脚，成为工艺美术运动中最精美且最具代表性的金属制品(彩图5)。克里斯托夫?
德累塞(Dr 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原是植物学教授，后从事陶瓷及金属制品的设计，两方面都非
常出色，尤其是其金属制品造型以简洁的几何形为主，外表光滑，运用铆钉衔接，已有工业化生产的
痕迹，具有从手工艺向工业化生产发展的特征，甚至后来的包豪斯设计都从中获得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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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算是全面了解了工业设计的发展~
2、分开的图片真的很讨厌，不停的翻来翻去。图片还要分彩色和黑白，看书要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来
回切换，乱七八糟的编排模式。内容中规中矩。
3、涉及的范围挺多的不过讲解的并不是很详细
4、还收获挺多的。
5、花了一些时间终于看完了！了解到很多东西。个人偏爱新现代主义风格......
6、还没何人可的好，太琐碎。插图能放在文章中嘛？算了，勉强给个3星
7、很新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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