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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方法论在我国艺术设计批评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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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社会学方法论在我国艺术设计批评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指出社会学方法论评判艺术设计的价值

取向 ,分析了社会学方法论在艺术设计批评中的主要应用方式 ,以期为我国艺术设计批评的规范化和促进

艺术设计的社会性功能的有效发挥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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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in Art Design Criticis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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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no rmalization of CADC and promote the social efficiency of a rt de-

sign , thr ough elementary theo retical analy sis of the applica tion of social resea rch methodolog y on China A r t

Design Comment , point out the value o rientation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on CADC , and analy se

those application fo rms that so cial r esear ch methodolo gy takes on CADC , making an a ttem pt to r egula te ar t

design criticism and improve its social functions.

　　在人文学科领域中 , 社会学的社会适用性是

独树一帜的。社会学是以社会事实和关系作为研

究对象 , 寻求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其规律 , 运行机

制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 通过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

系 、 社会整体与其他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 实现社

会良性运行的目的 。社会学的这种功利性特质 ,

为其获得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 也奠定了它

在人文学科中的突出地位 。随着社会学应用范围

的拓展 , 它不仅拥有属于自己的 、 独立的研究领

域 , 而且还广泛渗透到人文学科的其他研究中 ,

与别的学科研究相结合 , 产生出一些分支 , 如经

济社会学 、文艺社会学等等。

艺术设计作为一门新兴人文学科 , 自诞生之

日起 , 就和社会学的 “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目

的” 是一致的。艺术设计是一种应用文化。它所

表现的形式与内容都与社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

系。艺术设计应社会需求而来 , 一经创造 , 必然

要回到社会中去 , 接受社会认同。19 世纪中期 ,

英国艺术理论家约翰 ·拉斯金为了挽救英国社会

审美欣赏水平的下降 , 提出了改造工业产品 (审

美层次)的主张 , 从而奠定了现代艺术设计发展

的基础 , 也首次以社会学的视角看待产品审美 ,

即艺术设计问题。

社会学有三大方法论:1.马克思主义方法

论;2.科学主义方法论;3.人文主义方法论。

由于艺术设计学科自身特点的限制 , 这三种方法

论在艺术设计批评中的应用情况不尽相同。其

中 ,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 因其对社会变迁和人的

社会性的深入系统的研究 , 兼顾了物质和精神生

活 , 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 , 成为方

法论的 “核心” 。它也是我国社会学方法论中影

响最大 , 在我国的艺术设计批评中 , 也被最广泛

应用 。科学主义方法论具有量性和因果性特征 ,

具体表现为实证主义方法 、统计方法 、 控制论 、

耗散结构论。因其研究的范围不大涉及主观情感

问题 , 所以在艺术设计批评中不大适用 。人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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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方法论在艺术设计批评中的应用 , 主要体现在

审美和消费接受方面 。这种方法曾经是西方艺术

设计先驱者最为关注的 , 但是在我国目前的艺术

设计批评界 , 却声音不大:一方面是由于当今的

设计师都受过职业训练 , 追求产品的艺术表现深

入人心 , 产品的审美缺憾不再突出;另一方面 ,

由于市场极大丰富 , 消费接受更多地被纳入市场

营销环节进行系统研究。

马克思主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构成社

会结构的根本 , 认为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是二者良

性互动的结果。以这一方法论评估社会事实 , 就

是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社会事实的影响 , 以

及社会事实如何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推动下发

展变化的 。顺应和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良性发

展 , 有助于社会生产和结构发展的社会事实 , 才

被认为发挥了其相应的社会职能 , 是有价值的。

将这种方法论应用到艺术设计批评 , 就树立了这

样一条价值观———艺术设计需顺应和推动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 推动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

不断发展 , 促进社会结构的和谐稳定。

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 , 我国批评界对艺术设

计的价值评定明确了下来。2004 年 , 国内某艺

术期刊举办了一次研讨会 , 题目是 《设计为人民

服务 ———关于中国当代设计价值取向的讨论》。

与会人员认为 , “我们的设计应该关怀大众生活

质量的提高 , 应该以高质量的产品设计体现对人

的本质关怀 , 设计人员的人文情怀或人文精神要

在这方面得到具体的体现 。”
[ 1] 6

批评家们紧紧地抓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

建原则 ,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评判艺术设计

时 , 摆脱了过去教条化的弊端 , 将它和实际生活

密切联系 , 坚持 “优化人与社会的关系 、艺术设

计和社会整体结构的关系” 的原则 , 对现实生活

中的设计事实进行分析评判。在这种情势下 , 我

国艺术设计批评视角集中到了两个方面:一是评

判艺术设计作品的形式与功能因素;二是评判艺

术设计现象的经济与道德因素 。

评判艺术设计作品的形式与功能因素

艺术设计是一种物质审美化的行为 。这决定

了艺术设计作品在释放产品物用功能的同时 , 其

形式也应该符合所在社会和时代的审美观。因

此 , 从功能和形式因素入手评判艺术设计作品 ,

是我国设计批评领域中最常见的批评途径。而依

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方法 , 更强调作为物质和

精神表现的功能与形式相辅相成 , 辩证发展 。

我国的现代艺术设计理论源自于西方。在西

方艺术设计发展史上 , 关于功能与形式的探讨经

历了 “功能主义” 、 “式样主义” 和 “反功能主

义” 几个阶段 。

“功能主义” 和 “式样主义” 同属于现代主

义设计理论。前者主张设计 “形式遵循功能”;

后者出现在 1930年代美国拯救经济危机的努力

中。美国式样主义设计的代表人物 ———雷蒙 ·罗

维提出 “丑货滞销” 的观点 , 指出产品的外型和

式样的设计对于产品销售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反功能主义” 出现在 1960年代 , 作为后现代主

义设计的排头兵崭露头角 。 “反功能主义” 并不

是反对产品的功能性 , 只是不赞成把功能作为产

品存在和设计的唯一理由及指导原则。

“功能主义” 出现在西方社会工业生产并不

丰裕的时期。那时的设计师们希望在有限的生产

条件下 , 能最大程度地实现产品的物用功能 。从

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来看 , 这种设计理念是符合社

会生产发展的 。它不仅惠及百姓 , 还推动社会经

济的发展 , 是利国利民的做法 。至于现代主义设

计对当时社会结构和谐发展所作的贡献 ,我们可

以从现代主义设计的灵魂人物 ———格罗佩斯的设

计思想中 ,清楚看到这一点。格罗佩斯的艺术设

计思想“一直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和社会主义特

征 ,他一直希望他的设计能够为广大的劳动人民

服务而不仅仅是为少数权贵服务。他之所以采用

钢筋混凝土 、玻璃 、钢材等等现代材料 ,并且采用

简单的 、没有装饰的设计 ,是考虑到造价低廉的问

题。他希望能够为社会提供大众化的建筑 、产品 ,

使人人都能享受设计 ,他的建筑最终应该为德国

人民提供廉价 、环境良好的住宅空间 ,从而解决因

为居住环境恶劣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 2] 175

我国现在的社会生产情况 , 和西方 “功能主

义” 时期的社会生产十分相似 。虽然 , 经历 30

年的改革开放 , 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很大提升 ,

但是我国在享受了后工业成果的同时 , 还在为实

现 (传统)工业化而努力 , 另外我国许多地区依

然处于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中 。这种生产方式和

消费方式决定了中国的艺术设计不应过多地追求

个性化表现 , 而应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

即坚持功能主义设计理念 。我国的一些设计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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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此有清醒地认识 , “功能主义设计理论是与

`为人民服务' 的大众化设计教育理念联系在一

起的 , 这种源自包豪斯的理念 , 应该说是 `设

计' 行业自身发展规律的正途……"[ 3] 27

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学观点 , 追求符合当前物

质文化水平的精神文化建设 , 始终被我国视为建

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然而 , 涉及到现实生活

中的具体设计时 , 总会听到一些不谐之音。曾经

引起的社会的抨击的 “天价月饼” , 就是一例。

2002年 9月 21日的 《扬子晚报》 报道了 “天价

月饼” 的事情:“长沙市某星级酒店推出了一种

`极品鱼翅鲍鱼月饼' , 8 只标有总重量为 400克

的月饼开价 5800元 。紧接着福州又出炉了 8000

元一盒的月饼 , `天价' 月饼还未赢得喝彩 , 又

再度被河南灵宝 12800 元的 `天外价 ' 打

破。”[ 4] 5利用艺术设计 , 对产品进行形象包装 ,

本无可厚非。然而 , 现今市场中的一些设计 , 明

显无视艺术设计的功能与形式的客观联系。这令

社会学学者们很不理解 , “如今包装已被滥用到

空洞乏味的地步 , 还要大肆宣扬 `包装' , 消费

者初次不辨真相 , 一出手购买就受骗上当。这种

不良的设计 , 影响了人们对设计的信任感。也有

设计师为了利益而顺从客户的私欲 , 叫怎么设计

就怎么设计 , 放弃了对设计理想和品格的坚持

……以致设计了许多既无审美意义又无功能价值

的东西 。” [ 3] 27在这些批评家眼里 , 如果设计出的

产品扭曲功能与形式的关系 , 那么 , 这项设计对

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 就不会产生任何意义 , 既

不利于社会正常生产和消费 , 又不利于营造一个

良性的艺术设计氛围 , 而 “天价月饼” , 恰恰是

这样的不合理设计。

评判艺术设计现象的经济与道德因素

艺术设计的直接职能是促销产品 , 为赢得市

场。因此 , 进行艺术设计批评不仅关注产品的物

用功能和形式趣味 , 还关注产品的供需平衡 , 也

就是经济因素。因为 , 从全局的眼光看 , 艺术设

计的社会职能能否实现 , 除了与自身品质有关

外 , 还和社会的消费能力有关 。试想超出人们消

费能力的设计 , 如何能发挥应有的社会性呢 ?因

此 , 紧随着功能和形式评判之后 , 对艺术设计进

行经济方面的考量 , 进入社会学批评的视野 。

对艺术设计进行经济方面的评估 , 意在考察

它对社会经济的贡献 。从大处看 , 它是考察设计

是否符合社会 (经济)的整体发展 。从小处看 ,

它是要求设计师在具体设计过程中 , 不但要关注

产品的物用价值 , 还要顾及市场供需的平衡 , 以

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艺术设计和经济相挂钩 , 是由工业经济决定

的。在工业社会中 , 没有人怀疑艺术设计能为社

会经济发展带来良好效益 。它已成为当今企业提

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一个有效途径 , 也成

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 “1965 年 , 美国总

统约翰逊致函美国设计师协会主席亨利 ·德雷福

斯:̀ 你们以优秀的设计工作促使了优秀产品的

问世 , 以自己的技能帮助美国在国外赚取了美

元 , 从而为扩大出口计划作出了重要贡献 , 这种

计划是降低收支赤字的基本手段。这项任务对于

保持我们在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具有头等意

义' 。”
[ 5] 227
上世纪 80年代 ,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

人也指出 “设计是英国工业前途的根本”。这些

言论都明确肯定了艺术设计的巨大社会价值 。

虽说艺术设计直接目的是促销产品。但是 ,

社会学者们认为 , 不能把艺术设计的经济效益 ,

简单地看成是为企业和个人谋求利益 , 而把它对

社会整体发展的贡献放在首位 。也就是说 , 艺术

设计作为一项社会活动 , 首先要承担相应的社会

责任 。而一旦谈到 “社会责任” , 就势必会涉及

到艺术设计所引发的道德问题 。当前 , 艺术设计

和道德之间的不和谐事件屡屡发生 。很多艺术设

计师们为了强化宣传效果 , 常常以 “新” 、 “特” 、

“奇” 、 “怪” 吸引芸芸众生的目光 , 而不理会社

会道德的约束 。这种一味讲究结果 , 不择手段的

做法 , 对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2007 年第四期的 《美术观察》 上刊登的

《艺术设计与产业社会》 一文 , 从社会学角度阐

述了设计应具有社会责任感———维护设计的伦理

性和道德性:“ ……眼下 `炫富' 广告大行其道 ,

商业欺诈无孔不入与泛滋 , 城市建设穷极奢华等

问题 , 都对艺术设计提出了道德教育和设计伦理

要求 。显然 , 艺术设计不再单纯只是为了美饰生

活 , 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我们日常生活的道德品

质。尽管在市场经济与刺激消费的世情下 , 要做

出真正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好的设计并非易事 ,

但正因此 , 在诸多危机下 , 设计者更有责任张扬

先进文化 、维护社会道德 、 促进和谐社会的构

建。其关乎未来的现实责任之一就是:维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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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性和道德性 , 推行 `合理消费' 与 `道德

经济' 为内涵的价值观。”
[ 6] 117

艺术设计是工业文化的产物 , 先天地具有功

利的一面 ———以赢利为目的 , 而社会道德是以公

共利益为起点的 , 具有超越功利的一面 。一些设

计师总觉得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

认为艺术设计必须具有 “特异性” , 也就是要有

突破群体思维和行为规范的创意。然而 , 具有

“社会性” 的艺术设计又要尽量满足最大多数人

的利益 , 包括获得他们的道德认同 。一些设计师

认为强调道德会使得作品表达过于教条刻板 , 缺

乏新意。他们为了 “抓眼球” , 在设计过程中经

常弱化 , 甚至违反社会道德规范。

艺术设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 , 追求生产

力发展的物质指向 , 这一点是明确的。我们肯定

艺术设计行为的物质利益动机 。但是 , 若有人据

此为自己违背道德的设计辩解 , 将所作所为都会

归结为实现设计的促销职能 , 则是荒谬的。实际

上 , 只有我们追求私利时 , 促销才会和 “唯利是

图” 划上等号。当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与社会

经济发展的方向一致时 , 它是不会和社会道德发

生对立的 。艺术设计之所以能够推销商品 , 除了

能满足消费者的产品需求外 , 还在于它能触动人

的情感。好的设计恰恰是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弘扬

高尚的道德行为 , 获得社会赞同和社会关注 , 和

受众产生共鸣 , 使消费者对企业和产品产生信任

感和亲近感;而不好的设计 , 则往往将道德与

“唯利是图”纠缠在一起 ,使得设计中所宣扬的价

值观与传统的道德观念发生冲突 ,最终模糊产品

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 ,引起消费者的逆反心理。

通过肯定艺术设计的物质利益动机 , 并兼顾

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的道德基础 , 以促进整个社

会的和谐发展 , 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艺术

设计批评经常关注的 。当设计师尊重社会整体经

济和道德利益时 , 艺术设计可以在某些方面抵消

功利主义对个体利益的片面强调 , 营造一个物质

和情感相和谐的社会生活 , 促进社会生产和社会

结构的优化。

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论进行艺术设计批

评 , 还涉及到民族化和传统化问题 、区域化和全

球化问题 , 以及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等。

不论涉及到哪一方面 , 这种方法论始终要求设计

师进行艺术设计时 , 应充分考虑它的社会性 , 将

艺术设计置身于社会各因素所构成的系统之中 ,

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环节和层次上 , 对艺术

设计进行全方位 、多目标地整体思考和系统规

划 , 以便发挥艺术设计的社会价值 。

在艺术设计批评过程中应用方法论 , 不仅仅

是一套批评方法的应用 , 更是一种哲学思想的指

导。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念 , 一种看问题的立

场和立足点。在社会学方法论看来 , 艺术设计是

由一种看不见的社会力量决定的。它自始至终都

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与制约 , 并在整个社会结构

中展开自己的活动 。它对艺术设计的价值定位 ,

就是艺术设计必须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发展作出

贡献 。

我国的艺术设计批评较多地是以马克思主义

为基础。相比其他方法论 ,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始

终强调艺术设计对社会的责任和意义。这一点深

受人们赞许 。但是 , 社会学自身所带来的缺憾

———过于关注客观的社会事件和结构的变化 , 而

不注重个人创造性 ———也在其方法论中显示出

来。社会学方法论只把艺术设计现象和作品视为

一个社会事件 , 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里面装有历

史 、 现实 、思想 、感情的人性化产物 , 同时也忽

视了艺术设计作为语言形式有自己独具的特性。

指出社会学方法论的局限性 , 并不是否定它的价

值 , 也不会影响我们对它的使用。因为 , 迄今为

止 , 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论能够全面地诠释一个社

会现象和文化作品。所有方法论在发挥工具性的

同时 , 都存在程式化和封闭化的缺点。在应用社

会学方法论的时候 , 充分取其工具性的优势 , 注

意艺术设计与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

就能够减少在应用社会学方法论的过程中 , 避免

对艺术设计现象作机械的社会学解释和评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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