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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中华造物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管!宁

摘!要! 造物文化是相对于精神文化而存在的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形象塑造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
华传统造物文化内涵深厚#特色鲜明!曾以其杰出的造物智慧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
着西方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中华造物文化因错失新的产业革命和文明形态转化机遇!而逐步被西方国家
超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带来制造业的全面复苏与振兴!迅速赶上当代造物的世界步伐!
并逐步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 重振中华造物文化!使之在 "# 世纪丝绸之路乃至全球再创辉煌!必须继承优秀传
统造物文化和精神文化精髓!吸取外来造物文化营养!密切跟踪当代新技术#新材料#新技艺发展!突破造物域限!开拓造
物空间!科学转化创新!将中华造物文化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与此同时!还要用中华造物讲好中国故事!铸就中国品牌!构
筑中国价值与国家文化发展软实力"
关键词! 造物文化$!国家形象$!丝绸之路$!造物美学$!创新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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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造物文化! 研究背景"现状与问题

造物文化就其内涵而言"是人类利用自然资
源"通过一定的工艺和技术手段"制作和生产物质
产品的活动"从最初单纯的功能性逐步发展为功
能与艺术的融合"并由此发展出古代造物文化与
现代造物文化"它是人类聪明才智与美学思想的
物质化体现# 造物过程中以一定的美学理念将造
物与艺术相融合"使对象物在形式和造型$图案和
画面$内涵与寓意等方面具有美感或意境"进而形
成独特的美学风格"我们称之为造物美学# 狭义
的造物文化"指的是具有较高文化与艺术含量并
以物质形态呈现的文明创造"主要包括文化产业
中的工艺品$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时尚设计等以
物质形态呈现的产品%这些门类已纳入国家统计
局最新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目
录之中')广义的造物文化"指的是一切以物质形
态呈现的人类文明创造"在范畴上要大于工艺美
术和设计%诸葛铠 #%'"包括装备制造业中的汽
车$动车$轮船$天文望远镜$航天飞机$桥梁$影像
设备$计算机等"当然也包括狭义造物文化中涉及
的各门类造物产品# 对于广义造物文化"著名美
学家宗白华曾做过这样的定义*+物质文化就是
人类利用自然界材料制造人类实际生活所需用之

物品"如衣服$居室$器械$舟车$桥梁$街道等
类#,%宗白华 U#'本文主要在狭义范畴讨论造物
文化#

造物文化是相对于精神文化而言的文化创

造"二者都是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区别
在于前者以物质形态呈现"如瓷器$丝绸$漆器$家
具$园林$古村镇$传统民居%建筑'等)后者以无
形的精神及符号形式存在"如中国古代的诗词歌
赋$书法绘画$戏剧曲艺"现代的小说$话剧$交响
乐$舞蹈$油画$电影电视等# 但二者之间又存在
密切联系甚至交叉融合"如附着于瓷器上的山水
画$丝绸织品中的花卉图案$建筑中的木雕石刻
等# 建筑作为人类的居所具有丰富的精神文化内
涵"著名建筑学家贝聿铭认为*+艺术$历史和建
筑确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艺术和历史
才是建筑的精髓,%朱迪狄欧!斯特朗 #'-##'#
中国古代江南门窗所饰山水"就深受吴门画派$松
江画派等影响"+或远山近水"或一水两山"典型

的明清山水画的布局"在门窗浮雕板上均可寻到
芳踪#,%马未都 "U'中国古典园林与传统文人如
书画家和诗人等更有着不解之缘"+园林为他们
提供了一个美好的生活起居和艺术创作的环境"
这些艺术家以园林风景为题材的创作又推动了中

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发展和提高# 两者相互借鉴相
得益彰#,%阮仪三 %'优秀造物文化必然是哲学$
文化和技术美学等多种精神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并通过科技$工艺等手段以物化的方式呈现
出来#

造物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既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创造了辉煌成就"也体现
了古代中国文化的精神高度"为世界所瞩目# 我
国古代社会就有不少造物文化研究成果# 中国古
代基于丰富造物实践经验和卓越成就"产生了一
批造物文化经典著作"如&考工记( &天工开物(
&髹饰录(&长物志( &工段营造录( &装潢志( &陶
说(&绣谱(&园冶( &琴史( &瓶花谱!瓶史(乃至
&燕闲清赏笺(和&闲情偶赋(等# 这些著作蕴含
着深厚丰富的造物哲学理念$美学思想和设计思
想%如+以物克物,+造物为人,+物我和谐,+天人
合一,等思想'"成为我们今天造物文化可资汲取
的丰厚养料# 步入近现代之后"因政体更迭$社会
转型$外族入侵所带来的激烈变革与动荡"相关研
究明显缺失"以致不及西方学者对中国造物文化
的研究# 出生于 #$TU 年的德国人古斯塔夫!艾
克"对中国古典家具有深入研究"其&中国花梨家
具图考(对明式家具的美学内涵$工艺基础和材
料处理等作了深入解读"成为系统研究中国古典
家具的开山之作)生活于 #$ 世纪的英国家具大师
托马斯!奇彭代尔撰写的&家具指南("+其中有
各种别具风格的专供喝茶时使用的中国式桌椅,
%弗莱明!马里安 VTV'# 王世襄感慨于中国家
具研究竟被外国人+捷足先登,"于是立下志向$
潜心钻研"写出了&明式家具研究( &明式家具珍
赏(专著"出版至今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中
国人研究明式家具的经典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有关造物文化的研究逐步有了新的起色"
陆续出现一批具有较强学术价值的研究论著# 尤
其在古典家具研究方面著述最多"如张金华编著
&维扬明式家具%研究篇'($濮安国&明清苏式家
具(&明清家具装饰艺术($伍嘉恩&明式家具二十
年经眼录($陈仁毅&中国当代家具设计---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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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鉴赏到春在创新($马未都&中国古代门窗($乔
子龙&匠说构造* 中华传统家具作法(# 其他还有
涉及建筑$园林$民居以及陶瓷$漆器$雕刻等工艺
美术之造物文化的研究著作问世# 从设计角度研
究造物文化的著作"则主要有大型系列丛书&中
国设计全集(%共 "' 卷'$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
史($傅克辉$周成&中国古代设计图典($王琥&设
计与百年民生($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沈榆
&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许江$杭间等主编&包豪
斯藏品精选集($杭间$许傅一主编&从制造到设
计* "' 世纪德国设计($梁梅&设计美学(等# 这
些从专业门类和设计角度进行的造物文化研究"
以现代学者眼光"梳理$揭示和发掘了中国古代造
物文化的杰出创造#

从中国古代造物文献到现当代传统造物文化

与设计美学研究来看"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古代造物文化研究"以阐述造物材料遴选$工艺流
程$制作技艺和构造原则为主"同时揭示内在造物
设计的美学原则和哲学理念"往往兼具制作过程
详尽记述与设计美学分析"成为后人研究古代制
作工艺与审美遵循的珍贵文献# 现当代学者对古
代造物文化的研究"以考据鉴别$鉴赏分析为主"
运用现代学术方法"梳理总结了中国传统造物文
化的历史发展轨迹与美学特征"从现代观念出发"
对传统造物美学价值进行挖掘与阐发"成为今天
人们认识传统造物历史与当代价值的重要资料#
而设计学角度展开的造物文化研究"主要体现为
各类设计史研究和设计美学研究"内容包括古代
造物设计和中外现代设计史"专门从事当代设计
理论研究的则较为匮乏# 尽管相较于西方设计理
论和美学研究"这些著述在数量和质量上还有差
距"但都是中华和世界造物文化精华的总结"成为
我国造物文化和设计学领域重要的甚至是权威性

论著"也是我们今天创造新的造物文化需要依托
的基础知识谱系和可资借鉴的设计美学宝库#

但从中国造物文化现实发展角度考察"今天
我们面临许多新的困惑* 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辉
煌造物与当代中国原创造物产品匮乏和国际品牌

缺失的历史落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是中国工匠
精神的缺失"还是传统造物思想的落伍. 是基于
农耕社会的造物传统不适应工业和信息社会发

展"还是我们尚未找到对接传统与现代的有效途
径和方法. 从这些思考来反观现今造物文化研

究"可以看出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以往造物文化
研究最大不足"即是缺乏一个整体性概念"未能将
复杂的造物文化放置在与精神文化%意识形态'$
社会生产方式$文化传播方式$国家形象塑造等诸
多因素的关系中进行考察"其关注点主要落在具
体专业门类或者设计美学$造物思想的研究上#
这种单一维度的研究"影响了对造物文化内涵$意
义及延伸范畴的深度阐发# 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未能从造物文化这一总体性概念出发进

行研究"更多是论及具体专业领域的造物设计"也
就缺乏专门论及造物文化的价值意义及其与国家

战略之间的密切关系)二是缺乏对精神文化与造
物文化内在联系的分析阐发"未能以精神文化为
参照来探讨造物文化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三是局
限于某一造物领域的专门性研究"如建筑$园林$
家具$陶瓷等专项研究"从造物思想$哲学理念$设
计美学的宏观理论视野进行整体性考察则较为匮

乏)四是缺乏全球视野和现代眼光"未能立足当代
造物文化发展需求和趋势"考察造物文化在经济
发展大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五是未能从文化走
出去与国家文化形象塑造等国家战略角度"探讨
造物文化传统的现实意义及其当代转化问题#

笔者试图立足于从建设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

和塑造提升国家文化形象角度出发"探讨中华优
秀造物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从学术层面出发"将造
物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进行

整体性考察"阐发其特征并发掘其深厚文化价值$
美学思想"揭示其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
+走出去,中的重要意义"探索在新时代重振中华
造物文化$铸就新辉煌的战略思路#

二" 中华造物文化与国家形象

中华灿烂辉煌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文明
史的重要篇章# 传统并不只是属于古代"更不是
+古代,的同义语%刘伟冬 #"'# 优秀传统必然以
各种方式延续至今"活跃在当代文化创造的各个
领域# 但这种活跃是以传统的继承$转换和创新
为前提"唯其如此"传统才更有生命力# 中国文化
的当代创新与中国形象的树立"不仅要重视精神
文化"也要发展和提升造物文化#

传统造物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历史悠久$底蕴丰厚"而且自成体系$传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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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
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习近
平 #U#'这高度概括了传统文化资源的三个方面
或类型---文物$遗产和文字"前两个方面主要由
造物文化构成"后者则属于精神文化# 中华造物
文化有着独特的内涵与美学特征"凝聚着中国人
特有的审美理想与造物智慧"是中国人在长期实
践中解决人与工具$人与自然关系中创造的杰出
文明# 中华传统造物文化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美学
特征* #0简约清雅"流畅灵动# 简约而不失优雅"
简单而富有韵律"体现在古代造物的诸多领域#
古典建筑中斗拱的使用"将屋檐向外延伸并提升"
化解了建筑本体的厚重"形成稳固而不笨重的灵
动美感# 明式家具更以简洁明快的线形结构"形
成飘逸韵味与洗练流畅之美)宋代瓷器则巧于造
型"凸显器物轮廓的典雅玲珑"辅以色泽的淡雅隽
永"成为一个时代的美学经典# "0形式功能"巧妙
融合# 既以用为本"又重人性# 既重器物的精巧
功用"又重其纹饰美感"以达到形式与内容$功能
与美学的完美结合"这与西方过于追求形式的造
物思想判然有别# %0心物相照"巧法造化# 秉承
+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模仿自然而又顺乎自
然"造物过程往往表现为+法天象地的艺术思想$
收天纳地的空间意识$融天入地的造物观念$顺物
自然的造物原则,%张燕 ##V'# 中国园林就因崇
尚自然的造化之妙"亦以人工之巧构自然天成之
美"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美学效果%计成
#$'# V$文士情怀"丝竹意趣# 中华造物文化善
于从精神文化汲取养分"造物美学时常源自诗书
画意"崇尚雅趣)众多文人士大夫也亲自参与造物
设计%计成 #W'"在造物中寄托和呈现审美理想"
如将书法艺术线型美运用于家具造型"使+中华
传统家具特别是明式家具"就是线条艺术的器物
化,%乔子龙 $'# 贝聿铭也曾坦言*+我深爱中国
优美的诗词$绘画$园林"那是我设计灵感之源
泉#,%朱迪狄欧!斯特朗 V'这就形成造物美学
与艺术美学于内在气韵$美学意趣上一脉相通的
独特传统# 这些造物文化理念与思想精髓"是我
们民族宝贵的造物文化基因"可为我们今天工业
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造物提供智慧启迪与思想

动力#
古代社会国家之间文明交流通常始于物质贸

易"商品通过消费的形式抵进和嵌入人们的日常
生活"成为引发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精神文化交流
的媒介和诱因"而商品精美程度不仅体现着审美
水平和文化趣味"且由此影响着贸易流向和文化
输出方向# 凭借领先世界的造物文化"中国人在
"''' 多年前开辟了通往世界的丝绸之路# 驼队
与商船将制作精美的瓷器$丝绸$漆器$铁器等高
档消费品与日用品源源不断输送到海外"展示了
中华高超造物技艺$独特美学趣味"令沿线各国人
民所喜爱$崇尚和追捧"一度成为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上流社会趋之若鹜的奢侈品# 拥有中国
丝绸$瓷器等商品也因此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时
尚# 西班牙在整个殖民时代从美洲掠夺来的白银
达 V' 亿比索"相当于 #V 万多吨"其中有一半流入
中国"以满足当时西方对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的需
求"由此也拉开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序幕%孙欣!
王影总编导 &'# 这些器物包涵着中华造物智慧
和地方美学情趣"令世人推崇$仰慕和追逐"无声
地充当着中华民族文化使者的重要使命# 从
#W'' 年到 #$'' 年的整个 #$ 世纪"中华造物文化
的强盛举世公认$备受推崇"甚至成为欧洲王公贵
族争相收藏$引以为荣的器物# 正是因为这些精
美造物文化"+中国才被奉为/文化渊薮0/文明古
国0)对于全世界死掉的$活着的大多数人而言"
这些东西要比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外加京剧
中药书画印章这些/国粹0%只有炎黄子孙才肯捧
场'绑在一起都要伟大得多"有文化得多#,%刘伟
冬 #V'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借助卓越的造物技
艺和智慧"使国家形象逐步树立了起来#

当代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增强和中国形象的树

立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借助精神文化的传播
来建构"而且要靠造物文化的输出来支撑# 精神
文化具有直接传递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的作用"但
也存在文化折扣$接受障碍等问题)造物文化通过
器物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产生影响"虽然是间接的"
却具有日常性$持久性和潜移默化的作用# 造物
文化的输出"通常以货物贸易方式来实现"满足人
们的生产和日常生活需要"通过消费行为潜在地
产生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造物文化是比精神
文化更有效$更持久和更深入的文化传播"是以物
质的形态进行的一种文化传播方式"也是更优于
精神文化传播方式的文化名片#

中华造物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积淀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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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为丰富的造物审美与设计美学思想"与之相
应的是工艺技术水平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由
于丝绸$瓷器的贵重精美和紧俏难得"销往欧洲的
这些产品"也就多半成为国王的收藏品"贵族也效
法国王"使得一时间收藏中国瓷器$丝绸的多寡成
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一些欧洲国家甚至掀起
+中国热,"+#$ 世纪中叶"在英国兴起一股中国
热"一股模仿中国风格的风潮# 自马可!波罗的
时代起"中国就被描绘成一个高塔$丝绸和香茶的
梦境世界, %弗莱明!马里安 VT&'# 事实上"瓷
器$丝绸不仅代表那个时代造物的最高水平"也代
表那个时代的美学与精神高度# 中国商品不仅工
艺先进"而且设计精美巧妙"以中国的人物$动植
物和风景为题材"向西方展示了文明古国独特的
东方艺术魅力"并在欧洲兴起中国风设计# 凭借
从工艺到设计的领先"中华造物文化才能跨越欧
亚非大陆"产生极广泛的影响"中国也因此成为引
领农耕时代人类造物文明的东方大国#

丝绸$瓷器这些以独特工艺呈现和传递中国
美学内涵的器物"因其美妙$精致$神秘而获得欧
洲人的普遍青睐# 这种喜爱由瓷器$丝绸逐渐延
伸到其他日用品$家具装饰和园林等"进而向往中
国人的生活方式# 由简单的商品消费"进而形成
一种生活习惯与方式"足见物品一旦被接纳"日积
月累便会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诉诸心灵和
情感的深刻影响# 如英国形成喝下午茶的习俗"
甚至对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也进行模仿#
中国园林营造的诗意栖居环境令当时的西方人赞

不绝口"并将园林中的许多元素用到园艺设计中#
西方人把园林+蜿蜒小径,称作+蛇形曲线,"甚至
将园林建筑风格整体移植到自己国家"还把中国
艺术风格称为 +中国 %=5-.2-,68-6'时尚, %朱奎
VU'# #$ 世纪中叶英国一位名叫威廉!钱伯斯的
皇家建筑师"在其经典著作&论东方园艺( %#WW%
年'一书中"对中国园林艺术赞赏有加# 在他看
来"中国人美轮美奂的园林设计"其艺术性堪称高
超完美"在这方面欧洲人难以与东方相媲美"只能
如同沐浴阳光那样吸收其艺术的光辉# 可见"那
个时代中国文化引领全球"成为时尚文化的风向
标"无疑是得益于精美的造物产品"并由此确立了
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国家形象#

当体现农耕文明时代造物文化辉煌成就的中

国丝绸$陶瓷等产品遍布全球时"一种新的文明形

态开始在西方孕育# 随着工业革命的来临"人类
的造物文化掀起了一场全新的变革---从以手工
艺为基础的传统技艺向以工业流水线生产为主的

现代工业生产转换# 这种文明以批量化机器生产
创造了另一种造物产品和体系"并最终取代了中
华造物文化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从历史发展角度
反思中华传统造物文化"不难看出其在近现代落
伍的原因* 第一"未能实现从手工形态向工业形
态的造物转换"并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这既与中
国的工业化进程迟缓有关"也与造物本身脱离日
常生活不无关系"+使本应为现实生活服务的日
用品成为少数权贵手中的/玩物0,"+从而使中国
的设计与西方先进发达工业国家的设计逐步拉开

了距离,%傅克辉!周成 U'# 第二"过度依赖自
然材料"缺乏对新技术新材料运用的自觉"进入现
代后因自然资源日渐枯竭而陷入造物原材料匮乏

的困境"工业化批量造物生产进步迟缓"难以实现
可持续发展# 第三"造物文化与设计美学停留于
农耕时代"未能吸收工业美学$西方现代造物文化
等新的思想与文化资源# 第四"造物文化学术传
统匮乏"传统社会重精神文化轻造物文化"导致造
物文化的学术积累与传承受到人为阻碍#

伴随现代设计美学的诞生"新造物文明发展
迅猛"在很短时间里便席卷全球"包括早期工业国
家自身的传统造物文化也受到极大冲击# 中国作
为后发工业国家"在这场世界性的造物文化转型
中错失良机"落后于西方"没有成为新造物文化的
引领者"而且在那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都处于落
伍与追赶状态# 清末民初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迅猛
发展"中华造物文化开始吸收西方现代造物与设
计文化"产生一批融合传统和现代设计元素的转
型期造物产品"形成一批被称作+民国风格,的造
物产品# 但由于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外族入侵等
原因"这个转型被中断了半个多世纪#

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高铁制造$
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系统$航天科技等领域拥有
了许多领先世界的创造# 但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
起步晚$现代设计教育滞后$职业教育水平低$先
进制造业发展慢等原因"以及中国在工业美学$现
代主义美学等方面的落伍"中国制造与欧美国家
还存在明显差距# +中国人生产了全世界近一半
的成衣和面料"却没有一款可以列入世界级的时
装品牌)中国人生产了全世界九成以上的玩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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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中国设计院校开设类似的课程)中国人
还生产了全世界 $'X的鞋子$T'X的农机$V'X
的手术器械$U'X的五金和家用工具$W'X的雨
伞$T&X的打火机11但迄今没有一款成为/国
际名牌0#,%刘伟冬 W'这显然与我国当代造物和
设计水平的滞后密切相关"也与中国作为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

从文化创造角度看"造物文化与精神文化一
样"其发展水平与高度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创
造力# 造物文化不仅关乎国力$民生"而且与精神
文化一样能诉诸人的心灵与情感"因为+每天"货
品都通过在消费者$拥有者和物品之间打造一种
更亲近的情感联系,%伍德姆 W'# 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借助造物文化建起来的文化认同"并不逊色
于精神文化"因为它既是硬实力"又是软实力#

文明的昌盛必须兼顾精神文化与造物文化"
并在互动推进中实现平衡发展# 领先兴盛了几个
世纪的中华造物"在近代的落伍"表面是源于科技
和生产力的落后"未能实现工业化转型"实则是制
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落后# 造物观念滞后"必然
带来造物文化局限于农耕文明和手工作坊模式"
无法推进与现代造物体系的对接与融合"实现向
工业设计及与之相应的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变# 因
此"在新时代和+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要高度
关注并积极探索如何科学有效继承中华传统造物

文化"实现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延续与转化"让中
华造物文化重回世界中心"全面提升国家形象和
文化软实力#

三" 中华造物文化与现代社会

在人们通常的观念里"一提起文化或文化产
品"总是将其与文学作品$戏曲曲艺$音乐舞蹈$书
法绘画$电影电视等精神文化产品相联系"而不会
将之视为建筑$桥梁$园林$家具$服装$工业品等
具有功能性的建造物与日用品# 事实上"造物文
化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精神文化息
息相关$密不可分# 英国著名园艺学家佩内洛
普!霍布豪斯曾表示*+对我而言"只有当引入一
种特别要素时"这一切才能构成一座/园林0* 源
自审 美 的 对 布 局 的 某 种 选 择 和 控 制#,
%Q2B52>,6T'这较好地阐明了园林建筑与审美
意识的高度相融性# 中国古典园林萌芽于殷商时

期帝王$诸侯所建的苑$囿与台"这是皇家园林的
雏形"历经秦汉$魏晋$隋唐和明清的发展而逐渐
成熟"成为世界几大园林体系之一%贾珺 %'# 魏
晋南北朝时期出现重大转折"发展出不同于皇家
苑囿的山水园林"即后来江南地区的私家园林#
皇家园林多以宫殿建筑群为其依托背景"以苑囿
或宫苑为其形式"是最高统治者享有的园林)私家
园林则与皇家园林不同"是六朝之后由文人主导
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立造园方法与风格的园林"注
重营造山水自然境界$花木天然生机和造型典雅
精致"更多体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隐逸山
林的心态%顾凯 W'"甚至到晚明还发展出力求雅
化的+文人园林, %康格温 #$"'# 从园林与文人
关系中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体现在精
神文化中"也深刻$普遍地体现在造物文化中"造
物往往是精神的延伸$情感的寄寓"是思想意识$
美学意趣的+对象物,"因而也是载道之器# 造物
文化在传播方式上也表现出与精神文化的关联*
它往往借助造物产品的贸易交往与消费行为来传

递和体现民族的文化精神# 关于美国文化的传
播"好莱坞电影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自 "' 世
纪以来如无大量来自美国的电灯电话$夹克尼龙$
墨镜卷烟$电脑互联网等日用造物产品"美国形象
的树立就要大打折扣# 事实上"美国人正是+靠
这些看上去鸡零狗碎"却无一不经过精心设计$精
心营造的民生类产品征服全世界人民的"一个美
国新文化形象就此被树立起来"继而培养了世界
人民对美国产品的认可"占有世界市场的最大份
额"获取了丰厚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利益, %王琥
#%'#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往往更看重精神文化"
而忽略造物文化"尤其不注重其积累$传承与创
新"这一传统甚至延续至今# 少数文人可能是个
例外"如沈从文# 他能从造物中观察体悟到一个
朝代的美学思想与精神追求"认为+唐代物质文
化反映于造型艺术各部门"都显得色调鲜明"组织
完美"整体健康活泼"充满着青春气息,%&沈从文
说文物( #T'# 在&中国服饰史(一书中"沈从文
全面梳理了中国数千年的服饰文化发展历程"对
各个朝代服饰特点和审美风格都作了深入研究"
从服装这样的日常用品中透视出一个民族的精神

气质# 他同时对中国古代的玉器$陶器乃至玻璃
工艺及其装饰艺术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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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V''# 事实上"每个时代器物的制造
在其原初时"多出于生活与生产之需"但在工艺不
断成熟$物质日益富足后"美学$精神的诉求就逐
渐融入器物"使之文化含量增加"甚至成为艺术
品# 于是形成+一件日用品里所包含的文明往往
比文字更为生动和直观,这样的现象%梁梅 "'#
造物过程对美感的追求"使手工业生产的工艺日
趋完善与完美"由此便进一步演变为专门的学
科---设计学"即从生产领域独立出来而成为纯
粹的设计活动# 在一些专家看来"设计所体现的
文化含量不仅丰富"而且是一个民族文化极为重
要的传承方式# +之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设计传统
是具有很高文化含量的本民族精神文脉"正因为
自新石器时代大农耕形成开始起"中国传统设计
就一直是我们民族造物文明最主要的应用实体与

承载方式"是中国人最凸显的文化特征#, %刘伟
冬 W'尽管这一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设计美
学也是+基于设计的实物及其造型$色彩和装饰"
但包含了哲学的内容和深度"体现了每个民族$每
个时代所崇尚的生活方式及其秉承的价值观

念#,%梁梅 W'同时"设计文化的变迁"也是文化
观念$审美趣味变迁的重要风向标"甚至预示着一
个新时代$新生活的到来# 历史上+往往出现这
样的情形* 每一件新出现的设计事物"都是对中
国社会既有物质形态与精神架构的一个巨大的挑

战和突破"从衣食住行"到闲用文玩# 一个白炽灯
泡"能给上至皇族王公$中至商贾衙役$下至工匠
农妇"带来恍如隔世的观念巨变# 一件免袖$立
领$高开衩的民国旗袍"能给一个封闭小镇带来革
命性的伦理意识突破"所有既往的道德$审美$人
伦皆为之剧变#,%王琥 %'很显然"造物文化不仅
与精神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在某种意
义上更直接$更广泛$更普遍地影响着社会风尚和
文化走向# +我们说文化形而上"但实际上它的
根基一定是形而下的"形而上的东西无形地浸透
在所有形而下里"这才更重要也更持久#, %王澍
"#W'

与精神文化的存在方式不同"造物文化总是
更多地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更具世俗性与日常
性"这导致某种程度淡化了它的美学内涵与精神
色彩# 但只要换个视角"专注于造物所蕴含的美
学$艺术等精神内涵"就不难体会优秀造物必然是
哲学$文化和设计等多种精神文化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 中国哲学注重生命体验$内心体悟和生
命感受"强调对生命的感怀与超越# 其天人合一
的理念注重融入自然$物我一体"强调人是自然的
组成部分而非凌驾于自然之上# 这些思想都深刻
影响了中国的造物美学"并或多或少体现在造物
之中"形成了格物致知$技进乎道的认知# 中国的
儒释道思想$礼乐文化等体现世界观$价值观$历
史观$哲学观和审美观的精神文化"都在造物文化
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就瓷器而言"文人士大夫有
其特殊追求"他们往往讲求色泽温润$朴素清雅$
造型浑然天成$气韵贯通"无怪乎美学家宗白华认
为瓷器是玉之精神的承受与光大"瓷器最高的美
学标准便是+类玉, %宗白华 "#'# 就服装而言"
汉服的高领阔袖$宽衣博带所形成的飘逸感$朦胧
感"正符合其所追求的舒展$从容$含蓄$大气和优
雅的精神内涵"同时还与中国画的墨韵写意相融
通# 就玉器而言"基于中国人独特的玉文化"玉材
质的温润朴拙$纯净无暇暗合了中国文化顺乎自
然$合乎天道的思想"因而总是被赋予温润平和$
儒雅含蓄的品质# 就园林而言"更是体现了人在
自然$人在诗画$人在意境中的哲学与美学的深厚
博大精神# 这些精妙磅礴$体系宏大的造物美学
遗产"需要我们很好地继承与弘扬# 贝聿铭深谙
中国园林美学精髓"同时又有深厚的现代建筑设
计知识"运用现代设计语言传递出传统园林美学
的内在精神# 贝聿铭在古今两种建筑语言之间进
行创造性转换"体现了他精深的中国古典建筑文
化素养"以及有机融合古今建筑美学的高超设计
匠思# 他甚至能在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这样纯粹
的现代建筑中"以多层空中回廊方式"内在地运用
和传递了中国园林构筑灵活多变空间格局的美学

精华"让观众在不同空间的穿行中感受艺术和互
动交流的魅力# 不难看出"中国的造物文化事实
上是与中国的精神文化融为一体$难分彼此的#
造物其实就是精神文化的物化与日常化"也是借
助物的使用传递和规范人们的行为礼仪"以形成
某种既定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
种精神文化在世俗生活中的呈现#

西方现代造物文化同样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的

体现# 随着工业革命开启的人类历史新纪元"西
方古典造物文化理念和美学发生了巨变"逐步脱
离了古典造物的特定规则"形成了+形式上的自
由和美学上的新追求,"同时由于+技术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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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必须
不断改进对人造物的美观的看法"于是"现代设计
美学出现了,%梁梅 #U#'# 由于工业革命源于欧
洲并得到迅速发展"大规模的现代造物实践催生
了现代设计思想$理论和美学的诞生与发展"并形
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教育体系和生产体系#
正是依赖于这样一种体系的发展和积累"现代西
方造物设计一路领先"形成当代西方造物称雄世
界的局面#

西方众多国际知名品牌本身都体现着各自的

美学与精神追求# 换言之"这些品牌背后都有独
特的造物理念和精神内涵作支撑# 人们往往只知
道拥有和使用路易威登$古驰$爱马仕等国际大
牌"可象征财富与地位"却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品牌
各自奉行的独特美学与价值观念# 事实上"具有
高度设计含量的奢侈品"+已经不仅仅是一件昂
贵的商品"它超越了产品本身"具有了形而上的文
化意义# 表面看来它们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而细
究它们的内涵"则各具气质,"+奢侈并不总像皮
草和钻石那样醒目"它们很多时候是含蓄的$低调
的$私人化的11人们对品牌的钟爱首先是对品
牌气质的迷恋或尊崇"期许着将这种气质附载于
自身,%陈星星 &-W'# 路易威登的女装设计理
念是基于法国著名设计师盖斯奇埃尔对于女性的

独特理解基础上形成的# 在他看来"女性魅力体
现在自信$独立$个性与自由表达等)纪梵希的女
装则突出优雅$自然$从容的女性特质"也因此特
别适合当年国际影星赫本的气质"而赫本也因此
成为最能诠释纪梵希女装魅力的+模特,# 有深
厚文化内涵的奢侈品品牌"在某种意义上已超越
了作为单纯的物质产品的存在"而是一种特殊的
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

尽管中华造物文化的现代性转换较为迟滞"
给我们追赶和引领世界造物文化带来诸多困难"
但随着我们对传统造物精髓和智慧的不断汲取"
同时不断融合现代造物语言和需求"就能逐步探
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东方风格的现代造物文

化#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郑和下西洋的船队
+船上就带有我国行销的青花瓷器$印花布$丝$
色绢$缎匹$雨伞$米谷$草席$鼓板$牙箱等四十余
种货物,%胡德生主编 $'"显示了那个时代中国
所生产$制造的各类高品质商品# 事实上"#W 世
纪的中国"在造物领域的许多方面均已引领世界*

如明式家具是由古代工匠与文人士大夫在继承前

人经验智慧基础上"经过不断提炼和创新发展"兼
具了科学性$艺术性和实用性"具有独特艺术美感
和风格体系的经典产物# 明式家具外形简约光
素$线条清爽"与当代极简之风格在意趣上相通"
符合 "' 世纪极简派的艺术理念"备受西方收藏家
推崇而成为家具界明星# 设计评论家杭间总结了
中国古代设计的六个重要理念与特征"认为+重
己役物, +致用利人, +审曲面势$各随其宜, +巧
法造化,+技以载道,+文质彬彬,等这些来自中国
的传统设计文化思想"不仅有助于建立中国本土
的设计体系"更是当代设计创新发展和走向世界
的珍贵资源%杭间 U-$'#

中华造物文化蕴含着无限生命力# 但在当
代"其生命力的显现"需要与现代设计互补互融"
与现实生活气脉相通"与时尚趋势相契相合)从而
创造具有中华造物文化基因的当代中国本土设计

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造物体系"以中国一流的原
创设计打造世界知名的中国品牌#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使我们能与各国展开更密切交往"善
于学习借鉴的中华民族"一定能扬弃继承$转化创
新"实现造物文化的现代转化"创造出新的不愧为
这个时代的造物伟绩#

四" 中华造物文化与现代设计

当中国基于农耕文明的造物文化在 #& 至 #W
世纪达到世界顶峰之时"欧洲则在落后中实现变
革"在 #$ 世纪之后"+经由了从传统手工艺教育到
现代设计艺术教育的转变"包豪斯是这时探索设
计教育的方法的集大成者, %李超德!束霞平!
卢海栗 ##V'# 芬兰于 #$W% 年就建立了赫尔辛基
设计博物馆"提出+将设计融入生活,的理念"形
成具有人文意识和情感的现代设计观# #T'W 年"
德国设立了+新收藏,博物馆"该馆最大特色是不
同于通常的手工艺和艺术博物馆"而将工业设计
产品作为主要藏品%罗恩斯 ##$'# #T#T 年"德国
出现世界上第一所专门的设计学院---包豪斯设
计学院"成为现代设计和设计教育的起源"引领和
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设计风潮%德罗斯特 U'#
然而在中国"直到 #TT$ 年才在高等教育中以+艺
术设计,取代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工艺美术# 由
此可见"现代设计启蒙在今天的中国是多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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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迫切#
设计不仅是简单的造物"而且能借助器物表

达和传递丰富的精神内涵# +如果设计富有智
慧"那么它便可以带来快乐$选择$力量$美好$舒
适$体面$敏感$抱负$安全$财富$同情心$正义感$
多样性$友情以及很多#,%劳斯瑟恩 %'现代设计
是现代造物文化发展的基石与重要支撑"它与现
代绘画$视觉艺术$电脑技术$工艺水平等的发展
密不可分"甚至与众多行业领域的发展密切关联#
设计在今天不仅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也
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甚至是文化繁荣的标
志之一# 身为伦敦博物馆馆长的迪耶!萨迪奇"
对设计有着精到深刻的理解和表述"他认为现代
设计语言的作用不限于产品本身"它能赋予产品
性别与个性"体现+珍贵,或+廉价,"甚至能形成
国家和民族认同)设计语言能将产品塑造得更具
人性化"并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
%萨迪奇 &'-&#'# 因此"不论是政府$企业"还
是科研机构$学术界"确立设计引领的思想格外重
要"唯有设计引领才有利于创造出更多高附加值
的中国创造产品和国际品牌# 我国政府已充分意
识到发展现代设计的重要性""'#V 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
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制造业$建筑设计等七个领
域进行了全面的战略布局#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能在世界范围产生如此深

刻的影响"得益于中国古代丰富的设计思想和美
学资源"得益于独特的东方视觉美学和视觉艺术"
得益于中华高超的造物技艺和智慧# 中国明式家
具所包含的简约风格以及推崇自然的观点"在历
史上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法国巴洛克式家具和洛可

可式家具"而这两种风格一度成为西方家具史上
的两个高峰# 那是因为"传统家具凝聚了线条$色
彩$材质$纹饰和文化寓意等丰富美学内涵"如果
+把中国家具的文化抽丝剥茧开来"就会惊讶的
发现"全世界真的没有一个民族的家具文化"像中
国这样丰富多彩)也没有一个地方的家具文化"会
比中国家具的内涵更充满智慧, %陈仁毅 "&'#
步入 "# 世纪"中华丰富的造物文化资源是构建当
代本土设计文化的厚实根基"是实现中华造物文
化再度辉煌的珍贵宝藏# 深入挖掘传统造物文
化"使之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掌握传统造物设计
和现代设计两套语言"并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

中华造物文化的现代化"需要现代艺术的涵
养# 传统造物文化在其深刻的层面"得益于中国
哲学$绘画$书法等的博大精深)但在当代"中国艺
术的现代发展和世界性影响还不尽如人意"这构
成现代设计资源在当代艺术层面的匮乏# 现代艺
术流派纷呈$争奇斗艳"无不是观念解放的产物"
造物领域从中汲取了丰富养料# 因此"现代设计
的启蒙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必须大力
推动艺术领域的前卫探索与发展"促进现代艺术
的繁荣"形成开放的艺术发展环境"推动新的艺术
思想和流派的竞相发展# 以此为基础"要让更多
艺术家参与到现代设计中来"让他们更多介入设
计产业和工作坊"使艺术领域的最新观念和思想
能融入设计#

作为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的鼻祖"杜尚的成就
和影响不在创作"而在其另类的艺术思想# 现代
艺术最重要的是打破已有的成规"实现思想观念
的解放# 在他看来"艺术没有边界"一切皆可为艺
术)甚至现成品也可以成为艺术"只要给出适当的
环境%卡巴纳 "##-#V'# 杜尚关于艺术具有无
限可能性的思想"极大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激
励和推动了当代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达达
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先锋
艺术等众多当代艺术流派# 而作为高度依赖视觉
艺术的奢侈品以及工业设计产品"则拥有了开辟
设计新思路和尝试新创造的不竭源泉"形成表现
的$折中的$模糊的和讽刺的后现代设计方法%哈
福 #'$'# 同时"设计文化也在丰厚的后现代艺
术土壤滋养下"开启了一个千姿百态$风格多样$
流派纷呈的设计文化新时代#

中国一批有抱负和担当的设计师"他们潜心
探究传统造物之精妙"悉心汲取现代设计之优长"
将中国人的造物智慧发扬光大"创造出令世人瞩
目的设计精品# 王澍在其最新作品---乌镇世界
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设计中"没有一味照搬西方
现代建筑设计"而以对中国民间建筑的独特理解
和表达"创造性地解决了现代建筑与古镇相融合
的问题# 王澍还认为"园林+作为文人直接参与
的生活世界的建造"以某种哲学标准体现着中国
人面对世界的态度,"因而造园+是特别本土"也
是特别精神性的一种建筑活动,%王澍 #U-#W'#
他创造性地将这些元素运用于现代建筑设计"实
现在历史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的穿越和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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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独特的本土建筑设计文化# 马岩松作为第
一个赢得国际标志性建筑设计权的中国建筑师"
也善于从中国传统绘画中汲取灵感和养分"秉承
中国传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居美学"对接
现代生态概念"力图解决现今城市建筑存在的远
离自然$千篇一律的不足"以独有的山水城市设计
理念"在当代建筑中诠释和呈现了中国建筑美学
独有的山水意境# 马岩松的成功"在于很好地把
握了古代中国绘画的视觉特征和精髓"以及人造
物与自然合一的造物思想"并能结合现代建筑的
功能需要"富有创造性地解决了美学与功能间的
矛盾"把中国符号有机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空
间"成为潜在地影响当代人审美的重要途径%马
岩松 #%-#U'#

在现代家具设计领域"收藏家陈仁毅立足挖
掘传承明式家具的内在审美文化底蕴"他深入剖
析和阐发了明式家具 $ 个方面核心价值# 如中国
家具文化中特有的+道,+器,合一的哲学观"以结
构来展现+和,的智慧"以家具来延续自然生活之
道的方式"对+视觉,与+适觉,的多层次顺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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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7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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