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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設計學稱謂流變

——從陳之佛、龐熏琹、雷圭元說起

摘  要	 “設計（Design）”作為一個現代學科，於二十世紀初在中國開始構建形
成，迄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百年間，設計學科經過了諸多發展階段。二
十世紀初“設計”的概念從日本傳入中國時是用“圖案”標示的，同時還
有“美術工藝”“工藝美術”諸多概念。對這些概念的認知梳理，不僅有
助於了解現代設計學科在我國的發展歷程，亦有利於我們從設計史的角度
建構中國設計史的整體架構，還有利於加深對設計本質的理解與把握。本
文從陳之佛、龐熏琹、雷圭元等先生的圖案理論為切入口，對早期圖案理
論的發展進行系統梳理，並對其核心理論的形成及其與中國設計學科建設
之關係進行探討，揭示中國現代設計學理論發展的歷史脈絡，為中國設計
學的發展提供思想資源。

關鍵詞		陳之佛；龐熏琹；雷圭元；圖案學理論；發展流變

  孫菱 *

*孫菱：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大學管理

學院講師。

中 國 現 代 設 計 之 興 起 源 於 清 末 民 初，在 艱
危 動 盪 與 亡 國 滅 種 的 局 勢 下，大 量 志 士 者 以 救
亡 圖 存、拯 救 天 下 為 理 想 抱 負，走 出 國 門 接 受
西 方 先 進 的 科 技 文 化 教 育，試 圖 挽 救 中 國。清
末 始 有 工 藝 傳 習 所 至“五 四”前 後 蔡 元 培 提 出
“美 育 代 宗 教”“美 育 救 國”，國 內 各 地 紛 紛
開 設 美 術 學 堂，教 學 力 量 主 要 由 留 洋 歸 來 師 資
及 引 進 外 籍 教 師 組 成。伴 隨 美 術 的 漸 次 普 及，
圖 案 作 為 一 種 方 法 引 入 中 國，1906 年 兩 江 師
範 學 堂 成 立，並 創 立 了 第 一 個 圖 畫 手 工 科，可
謂圖案學的前身。1917 年丹陽美術學校開設了
圖案專業，1918 年北京美術學校開設圖案學專
業，這 些 擁 有 圖 案 專 業 的 學 校 主 要 參 照 日 本 教
學 體 系 實 施 培 養 方 案。質 實 而 言，“圖 與 案”
一 詞 在 中 國 古 籍 中 早 已 有 之，並 且 在 已 出 土 的
商 周 器 皿 上 已 大 量 出 現。然 而，作 為 現 代 設 計
學 意 義 上 的“圖 案”卻 是 舶 自 日 本 人 納 富 介 次

朗（1844 -1918）對西文“Design”的翻譯，1

如今譯為“設計”。

日 本 深 受 西 方 影 響，早 年 明 治 維 新 全 面 向
西 方 學 習，後 有 大 量 學 生 遠 赴 歐 美 留 學，二 戰
後 深 受 美 國 駐 軍 家 屬 影 響，在 歷 史 的 變 遷 中 自
然 擁 有 諸 多 外 來 轉 譯 詞 匯，實 屬 常 見。《牛 津
外研社英漢詞典》對 Design 的註解為：[ 動詞 ]
設計（設計某物）的含義；[ 名詞 ] 設計、設計
藝術、設計圖、企圖、故意等概念。2 滄海陸沉，
桑 田 變 遷，不 論 是 西 方 Design 的 概 念 還 是 中
國 對 圖 案 或 設 計 的 理 解 都 發 生 着 不 斷 的 流 變。
不 同 時 代、不 同 的 國 家、不 同 的 語 言、不 同 的
文 化，皆 會 導 致 同 一 詞 匯 概 念 存 在 差 異，如 今
不 同 的 字 典 中 相 同 詞 匯 含 義 也 有 所 差 異。斗 轉
星移，隨着社會語境不同，當時對“圖案”“設
計”的 理 解 也 今 非 昔 比。《辭 海》藝 術 卷 從 廣
義上把“圖案”解釋為“指對某種器物的造型、
結 構、色 彩、紋 飾 進 行 工 藝 處 理 而 事 先 設 計 的
施 工 方 案 製 成 圖 樣”，通 稱“圖 案”。從 狹 義
上指稱“器物上的裝飾紋樣和色彩”。3《三國
志》卷 四 中 寫 到：“此 兒 具 聞，自 知 罪 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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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為 弒 逆，賂 遺 吾 左 右 人，令 因 吾 服 藥，密 因
鴆 毒，重 相 設 計。”書 中 對 設 計 的 含 義 理 解 為
圖謀、設下計謀，運籌帷幄，出謀劃策等含義。
顯 然，“圖 案”並 不 是 國 人 最 初 接 觸 圖 案 學 的
意 義，而“設 計”也 非 今 日 所 說 的 造 物 以 美 或
構 想 計 劃。當 初 人 們 究 竟 如 何 理 解“圖 案”與
“設 計”？圖 案 如 何 發 展 成“工 藝 美 術”，又
如 何 轉 化 為“設 計 學”？“藝 術 設 計”與“設
計 藝 術”“工 藝 美 術”和“美 術 工 藝”究 竟 有
何 區 別？帶 着 上 述 疑 問，本 文 試 圖 以 陳 之 佛、
龐 熏 琹、雷 圭 元 為 研 究 對 象 從 不 同 角 度 還 原 解
釋 圖 案 的 意 義，並 在 此 基 礎 上 進 一 步 闡 述 工 藝
美 術 到 設 計 的 流 變，把 握 設 計 先 行 者 的 思 想，
區 別 設 計 藝 術 與 藝 術 設 計 的 界 定，有 助 於 更 好
的詮釋當下的設計。

一、近代設計流變背景的概述

十九世紀末，隨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深入，
歐 洲 科 技 飛 速 發 展，呈 現 出 多 樣 化 趨 勢，形 成
一 系 列 藝 術 運 動。這 些 運 動 對 藝 術 領 域 帶 來 深
遠 影 響，諸 如 工 藝 美 術 運 動、新 藝 術 運 動、裝
飾 藝 術 運 動 等 等，它 們 針 對 着 工 業 化 生 產 進 程
中 產 品 粗 糙、裝 飾 過 度 的 問 題 進 行 反 思，為 生
產實用、審美具足的產品進行不斷創新和探索。

1907 年德國成立德意志製造聯盟，由企業家、
演 出 者 和 技 術 人 員 共 同 組 成 聯 盟 的 成 員 結 構，
奠定了現代設計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基礎。1919
年 德 國 魏 瑪 包 豪 斯 學 校 的 創 辦 代 表 着 現 代 設 計
教育的產生，並使設計教育展開了歷史新篇章，
包 豪 斯 新 式 教 育 理 念 打 破 傳 統 手 工 藝、演 出 者
與 工 廠 主 的 脫 節，提 升 了 設 計、生 產、行 銷 的
模 式。在 校 內 設 立 工 作 坊，學 生 由 師 傅 和 教 員
共 同 培 養，設 計 的 作 品 直 接 面 向 市 場，形 成 了
三 項 原 則：1 . 藝 術 與 技 術 的 新 統 一；2 . 設 計
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產品；3 . 設計必須遵循自然
與 客 觀 的 法 則 進 行，這 些 先 進 理 念 對 世 界 產 生
了 廣 泛 影 響。日 本 明 治 維 新 後“脫 亞 入 歐”，
全 面 模 仿 西 方，使 得 日 本 迅 速 成 為 亞 洲 強 國。
而 中 國 伴 隨 洋 務 運 動 和 戊 戌 變 法 的 一 再 失 敗，
不 斷 探 索 的 智 識 者 們 認 為，中 國 落 後 根 源 既 非
“技”的 落 後，又 非“道”的 落 後，實 則 是 教
育 的 落 後！繼 而，他 們 力 主 中 國 未 來 新 式 教 育
應 參 照 日 本 教 學 模 式，如 康 有 為 主 張“遠 法 德
國，近 採 日 本”。近 代 大 批 藝 術 人 才 前 往 日 本
各 地 深 造，學 成 歸 國 主 要 從 事 美 術 教 育 工 作，
設 計 學 領 域 具 有 傑 出 貢 獻 的 學 者 如：陳 之 佛
（1896 -1962）4、龐 熏 琹（1906 -1985）5、
雷圭元（1906 -1988）6 等。

圖 1. 陳之佛《圖案法 ABC》 圖 2. 雷圭元《新圖案學》 圖 3. 龐熏琹《圖案問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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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之 佛，1918 年 遠 渡 日 本，翌 年 正 式 進
入 東 京 美 術 學 校 學 習 圖 案 學 專 業，其 師 為 日 本
“圖 案 法”宣 導 人 島 田 佳 矣 教 授，陳 之 佛 是 當
時 中 國 第 一 位 赴 東 京 藝 大 學 習 圖 案 法 的 留 學
生。除 大 量 學 生 選 擇 東 渡 之 外，還 有 部 分 遠 赴
歐 洲，如 龐 熏 琹、雷 圭 元。龐 熏 琹 於 1925 年
留 學 法 國，深 受 當 時 法 國 博 覽 會 的 影 響，主 攻
裝 飾 藝 術，幾 經 革 新 後 不 論 是 在 設 計 上 還 是 繪
畫 上 都 有 極 深 造 詣，並 致 力 於 能 夠 創 辦 一 所 工
藝 美 術 學 校，終 於 在 1956 年 新 中 國 成 立 之 初
創 辦 了 中 央 工 藝 美 術 學 校。雷 圭 元 則 於 1929
年留學法國，進行漆畫與圖案染織方面的深造，
1931 年回國任教於國立杭州藝專，1956 年任
中 央 美 術 學 院 副 院 長。上 述 諸 人 無 論 赴 歐，還
是 渡 日，皆 得 時 代 風 氣 之 先，他 們 不 僅 在 創 作
上 主 動 擁 抱 外 來 藝 術 思 潮，而 且 還 以 著 書 立 說
的 形 式 為 中 國 圖 案 學 的 誕 生 與 發 展 奠 定 基 礎，
這 些 書 籍 中 甚 為 有 名 的 如 陳 之 佛 的《圖 案 教
材》（1930）、《圖 案 法 ABC》（1930）、

《表號圖案》（1934）、《陳之佛圖案講稿》
（1963），雷圭元的《新圖案學》（1947）、
《工藝美術技法講話》（1936）、《新圖案的
理 論 和 作 法》，龐 熏 琹 的《圖 案 問 題 的 研 究》
（1953）、《中國歷代裝飾畫研究》（1982）、
《論工藝美術》（1987）。他們在著作中，不
僅 界 定 了 圖 案 是 甚 麼，而 且 討 論 了 如 何 設 計 圖
案，怎 樣 理 解 圖 案，以 及 圖 案 與 裝 飾、圖 案 與
生 活、圖 案 與 人 生 等 諸 多 問 題。這 些 著 作 為 中
國 圖 案 學 的 奠 基 之 作，無 疑 對 日 後 教 學 與 實 踐
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二、近現代設計學先驅們對“圖案”的闡釋

（一）陳之佛：圖案學之緣

陳 之 佛 遵 循 着 實 業 救 國、美 育 救 國 之 路，
於 1916 年 畢 業 於 杭 州 甲 種 工 業 學 校 機 織 科 並
留校任教，1919 年在日本東京藝術學校正式學

圖 4. 陳之佛先生 圖 5. 陳之佛《圖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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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圖案學專業，留學期間參加“中華學藝社”，
與 留 日 畫 家 豐 子 愷 等 人 相 識，結 下 了 一 生 的 情
誼。1923 年回國受聘於上海東方藝專，任圖案
科 主 任，並 創 辦 了 上 海 第 一 家 設 計 事 務 所“尚
美 圖 案 館”，為 當 時 的 廠 家 和 出 版 業 提 供 以 平
面 為 主 的 設 計 服 務，亦 培 養 了 中 國 第 一 批 平 面
設 計 師。尚 美 圖 案 館 體 現 近 現 代 中 國 設 計 與 傳
統 手 工 藝 分 離，同 時 為 中 國 現 代 設 計 理 論、設
計 實 踐、設 計 教 育 的 發 展 奠 定 了 基 礎。陳 之 佛
在《圖 案 法 ABC》“純 粹 的 圖 案”篇 目 中 例 舉
了 普 通 寫 生 的 椅 子 和 意 匠 的 椅 子，椅 子 在 實 用

基 礎 之 上 需 要 注 意 其 外 觀 美，可 見“意 匠”是
陳 之 佛 關 於“圖 案”的 核 心 意 義。“意 匠”即
構 思、美 化。那 麼“圖 案”是 何 含 義 呢？這 也
是陳之佛《圖案法 ABC》一書闡釋的核心問題，
他提到：

“不是專為表現自然原形描寫出來

的，乃從人類愛美的本心上引誘出來刻

畫而成的東西……也說到圖案含有‘美’

和‘實用’兩個要素”
7
，即圖案並不是

一種自然的寫生，而是一種“美與實用”

圖 6. 陳之佛設計畫稿



文學與藝術

中國近現代設計學稱謂流變——從陳之佛、龐熏琹、雷圭元說起       孫菱

168 RC 文化雜誌•第108期•2020年

相結合的心靈產物，它不在於自然物體

本身的表現，而是在自然之上的凝練，

它不僅需要繪畫的技巧更需要設計的能

力。此外，他在書後補充說明“圖案是一

種實用的美術，即直接和人類產生關係

……”
8
。

顯 然，這 就 將 因 美 所 產 生 的 圖 案 聯 繫 到 人
類 的 日 常 生 活 中，明 確 闡 釋 了 圖 案 作 為 一 種 設
計 的 實 用 性 目 的。這 種 思 想 在 其 後 著 作《圖 案
教 材》中 也 清 晰 可 見：“圖 案 就 是 把 衣 食 住 行
等 方 面 的 必 需 品 的 雛 形 通 過 圖 畫 表 現 出 來，然
後繪於紙上。”9 可見圖案並不僅僅局限於器物
表 面 的 紋 飾，而 與 我 們 生 活 各 方 面 緊 密 相 連。
他 還 認 為：“圖 案 是 構 想 圖，不 僅 是 平 面 的 也
是 立 體 的，是 創 造 性 的 計 劃，也 是 設 計 實 現 的
階段。”10 從這些說法中，我們得見陳之佛對圖
案 的 理 解 立 足 於 今 日“設 計”的 立 場 所 展 開，
並 堅 持 着“繼 承 發 展，中 西 交 融，取 益 廣 求”
的 教 育 原 則。從 圖 案 構 成 角 度 出 發，書 中 認 為
圖案就是由美（形狀、色彩、裝飾）和實用（安
全、便利、適應、快感、使用）的兩要素，色調、
分 量、形 狀 的 三 約 束 和 節 奏、平 衡、調 和 的 三
原則所構成的純粹作品。11 同時，他也在書中提
到 在 構 圖 案 進 行 意 匠 時，只 關 注 於 美 而 忽 視 實
際的本分則是不全面的，只是一種紙上的作品。
他 認 為 圖 案 開 始 之 初 是 由 一 種 觀 念 構 成，觀 念
發 生 之 後 才 有 實 用 與 美 的 原 則。由 此 可 知 陳 之
佛 的 觀 點 明 確 圖 案 是 在 實 際 基 礎 上 的 意 匠（思
考 與 構 想），而 這 種 思 考 就 是 設 計。伴 隨 着 時
代 的 變 遷，圖 案 是 過 去 的 名 稱，而 設 計 是 現 代
的 定 義，這 也 是 為 何 大 家 容 易 對 圖 案 與 設 計 概
念形成誤讀的原因。

陳 之 佛 一 生 撰 寫 了 許 多 關 於 圖 案 設 計 的 著
作，除 了《圖 案 法 ABC》外，還 有 諸 如《表
號 圖 案》《圖 案 構 成 法》《圖 案 教 材》《中 學
圖 案 教 材》等 專 著，藝 術 與 教 育 成 就 頗 高。晚
年 在 工 筆 繪 畫 領 域 更 上 層 樓 地 提 出 了 新 工 筆 花
鳥 心 法：“亂 中 見 整、個 中 見 全、平 中 求 奇、
熟 中 求 生”的 十 六 字 訣，因 而 使 得 大 眾 對 他 的
了 解 一 般 始 於 工 筆 花 鳥。他 畢 生 保 持 着 美 與 實

用 相 和 諧 的 原 則，宣 導 藝 術 教 育 應 實 踐 與 理 論
相 結 合 的 方 式 以 拓 寬 視 域，否 則 與 社 會 或 市 場
脫 節 終 究 難 以 立 足，他 的 這 些 理 論 及 著 作 後 來
成 為 他 圖 案 思 想 的 主 要 瑰 寶 與 圖 案 學 的 豐 厚 遺
產。

（二）龐熏琹：圖案學新觀

龐 熏 琹 作 為 我 國 工 藝 美 術 學 科 發 展 的 奠 基
人 之 一，其 對 圖 案 的 理 解 較 陳 之 佛 更 關 注“裝
飾”。他 於 1925 年 歐 洲 裝 飾 藝 術 運 動 期 間 赴
法 國 留 學，參 觀 了 十 二 年 一 次 的 藝 術 博 覽 會 後
深 受 觸 動，伴 隨 着 西 方 現 代 繪 畫 的 深 厚 造 詣 走
向 工 藝 美 術（圖 案 / 設 計），他 將 圖 案 工 作 看
成“就是設計一切器物的造型和一切器物的‘裝
飾’。”12 龐熏琹的理解闡明了圖案的範圍包含
一 切 器 物，其 中 又 隱 含 了 一 種 對 裝 飾 的 理 解，
即 把 圖 案 看 成 覆 蓋 在 器 物 之 上 的 裝 飾 與 美 的 藝
術，又包括器物本身。他於 1930 年學成歸國，
希 望 通 過 自 己 的 努 力 能 改 變 國 家 藝 術 教 育 落 後
的現狀。1931 年他在上海舉辦了第一次個人畫
展 及 創 立 了 中 國 第 一 個 真 正 意 義 的 現 代 繪 畫 團
體“決瀾社” 13，並任教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
試 圖 以 歐 洲 藝 術 運 動 和 啟 蒙 思 想 的 方 式 來 推 動
新 中 國 藝 術 領 域 的 轉 型 與 改 革，希 望 中 國 藝 壇
能 夠 擁 有 一 番 新 氣 象。當 時 的 決 瀾 社 代 表 着 一
群 對 現 世 不 滿 的 年 輕 人 希 望 通 過 社 團 方 式 的 力
量，找到社會前進變革之路。

他 主 張 打 破 傳 統 繪 畫 的 規 條，崇 尚 利 用 各
種 自 由 的 線 條、具 有 裝 飾 感 的 色 彩 全 然 地 表 現
自 我。他 的 這 種 主 張 對 我 國 圖 案 學 也 產 生 了 極
為 重 要 影 響。他 在 四 川 省 立 藝 專 任 教 期 間，運
用 中 國 歷 代 裝 飾 紋 樣 設 計 了 一 批 日 用 產 品，並
獲 國 家 殊 榮。龐 熏 琹 在 工 藝 美 術 的 實 踐 與 理 論
結 合 之 上 取 得 了 跨 越 性 的 進 步，深 入 學 習 中 國
歷代的裝飾紋樣，並融合西方繪畫原理與技巧，
為 日 後 的 理 論 發 展 和 實 踐 應 用 奠 定 了 扎 實 的 基
礎。

新 中 國 成 立 之 初，龐 熏 琹 創 立 了 中 央 工 藝
美 術 學 院，並 於 1953 年 將“圖 案 科”統 一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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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龐熏琹先生

為“工 藝 美 術”。從 中 我 們 可 知，圖 案 科 = 工
藝 美 術 = 設 計 學，但 人 類 思 想 總 是 變 化 和 發 展
的，每 位 先 驅 者 的 關 注 也 受 到 社 會 環 境 的 作 用
與 教 育 經 歷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龐 熏 琹 提 出 以
科 學 的 角 度 積 極 地 認 識 工 藝 美 術 特 點，將 工 藝
美 術 從 原 始 性 質 中 脫 離 出“工”與“藝”或 傳
統 手 工 藝 製 品 概 念，他 提 出 工 藝 美 術 的 創 作 工
作 需 要 與 科 學 技 術 相 結 合。如 他 在《論 工 藝 美
術》中提及：

工藝美術並不是一個專有名詞，它

同“文學”“音樂”“戲劇”“繪畫”

等名詞一樣，包括的內容很廣，有實用美

術、手工藝、民間工藝、民族工藝、現代

工藝美術設計、商業美術、書籍裝幀等

等
14
。

“例 如 實 用 美 術，它 與 人 民 生 活 中 的 衣、
食、住、行 用 各 方 面 都 有 關 係，手 工 藝 同 樣 包
括了很多內容。”15 這段話無疑體現龐熏琹言語

圖 8. 龐熏琹《論工藝美術》

中的“工藝美術”直指“圖案設計”。由此可知，
從 圖 案 到 工 藝 美 術 之 脈 絡，同 時 也 了 解 到 當 時
對 工 藝 美 術 的 廣 泛 界 定 實 質 就 是 今 日 設 計 的 含
義，並 把 其 內 涵 推 廣 到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後 將
民 間 手 藝 也 看 成 圖 案 設 計 的 內 容 之 一。龐 熏 琹
一 生 間 對 工 藝 美 術 的 投 入 耗 去 了 他 人 生 大 部 分
的 時 間 精 力，他 創 造 了 一 所 學 校，希 望 通 過 教
育 培 養 一 批 具 有 理 想 與 創 造 能 力 的 人 才，將 工
藝 美 術 教 育 推 上 了 一 個 新 的 高 度。由 於 工 藝 美
術 在 我 國 的 歷 史 悠 久，使 得 工 藝 美 術 概 念 代 替
圖 案 成 為 當 時 的 大 勢 所 趨，也 更 容 易 為 普 羅 大
眾 所 接 受，1953 年 從 圖 案 更 名 工 藝 美 術 後，
圖 案 的 範 圍 收 縮 成 為 隸 屬 於 工 藝 美 術 的 一 個 部
分。

通 過 觀 看 龐 熏 琹 的 手 稿，迎 面 感 受 到 從 實
踐 到 經 驗，再 由 經 驗 生 發 出 理 論 並 不 容 易，而
是 需 要 通 過 反 復 捉 摸 不 斷 思 考、凝 練 概 括、推
理闡釋才能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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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a. 龐熏琹設計畫稿

（三）雷圭元：新圖案學與人生

相 較 於 陳 之 佛 東 渡 日 本 的 吞 故 吐 新，形 成
“圖 案”對 美 與 實 用 的 理 解；龐 熏 琹 遠 赴 法 國
受 歐 洲 繪 畫 影 響，形 成“圖 案”對 裝 飾、材 料
與 工 藝 的 滲 透 而 言，雷 圭 元 對“圖 案”的 理 解
主 要 基 於 留 學 法 國 期 間 所 產 生 的 人 本 思 想。雷
圭元與陳之佛、龐熏琹對圖案的詮釋雖有差異，
但 這 並 不 表 明 他 們 之 間 思 想 的 對 立，而 只 是 顯
現 出 三 者 對 圖 案 理 解 的 不 同 側 重 及 對 圖 案 產 生
的 社 會 價 值 與 作 用 的 差 別 認 識。他 們 同 是 在 祖
國“實 業 救 國”“美 育 救 國”“科 學 救 國”的
感 召 下 出 國 主 修 圖 案 學。對 於 當 時 知 識 淵 博 的
有 識 之 士 而 言，都 懂 得 學 貫 古 今，融 匯 中 西 的
道 理。相 對 於 龐 熏 琹 對 圖 案（工 藝 美 術）原 理
掌 握 和 吸 納 歷 代 裝 飾 紋 樣 的 實 踐 探 索 而 言，雷
圭 元 找 到 了 自 己 不 同 於 龐 熏 琹 和 陳 之 佛 的 又 一
視角。他曾提出：

圖案是實用美術、裝飾美術、建築

美術方面，關於形式、色彩、結構的預先

設計。在工藝材料、用途、經濟、生產等

條件制約下，製成圖像，裝飾紋樣等方案

的統稱，圖案設計工作就是促進近代分工

合作成功之妙道。
16

這 段 關 於 圖 案 的 理 解，除 去 揭 示 了 圖 案
設 計 需 要 預 先 設 計 的 三 要 素 外，着 重 指 出 了 圖
案 設 計 主 要 體 現 在 工 藝 材 料 與 社 會 分 工 的 應 用
上。他在書中也表達出圖案沒有所謂新舊之分，
而 一 定 要 區 分 其 新 舊，則 是 原 理 與 新 解 釋 的 區
別，主 張 一 定 要 關 注 到 人 的 本 身。因 此，雷 圭
元 認 為 圖 案 的 本 質 來 自 於 創 造 生 活 的 藝 術 化，
更 強 調 圖 案 美 與 人 們 的 日 常 生 活 息 息 相 關，圖
案 設 計 代 表 着“千 千 萬 萬 勞 動 人 民 的 心 靈 之
美。”17 由此我們了解到雷圭元對圖案的理解偏
向 實 用 性 之 外，依 舊 堅 持 圖 案 美 的 原 則。他 成
名 之 作《新 圖 案 學》的 核 心 思 想 是 宣 導 人 們 如
何美化人生，分工合作，使設計專門化。18 正如
上 善 若 水，潤 物 無 聲 而 至 心 靈 淨 化 才 是 人 生 所
應追求的高度一樣，他認為：

近代藝術，已不是一種表面的裝飾

品，而具有最高尚職能。這個職能落到了

“圖案”這一門藝術科學的身上，因為圖

案是具備了時間與空間兩種藝術內在與外

在的條件。
19

圖 9-b. 龐熏琹設計畫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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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c. 龐熏琹設計畫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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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雷圭元

此 學 說 將 圖 案 學 與 科 學 處 理 緊 密 聯 繫 起
來，將 裝 飾 藝 術 從 圖 案 中 分 離。繼 而 他 明 確 表
示“圖 案 學 科”是 一 門 綜 合 性 科 學，需 要 技 術
與 藝 術，思 想 與 美 學，生 理 與 心 理 等 全 方 位 的
結 合，“只 有 各 適 其 適，才 能 安 定 其 位”。20

這 樣，圖 案 學 在 雷 圭 元 的 理 解 下 就 更 加 趨 向 一
種 技 術 與 材 料 功 能 相 結 合 的 藝 術 設 計 形 態，講
求 在 當 時 的 社 會 環 境 下 成 為 一 個 專 家 難，成 為
圖案學的專家尤難，過去單人之力可以完成的，
如 今 需 要 眾 人 之 力 與 智 慧 才 能 完 成，需 要 進 一
步 實 現 改 善 人 類 的 生 活 方 式 是 專 業 化 的 分 工 合
作，構建出一種愉悅、理想、進取的生活狀態。
他 認 為 戰 爭 終 會 過 去，但 人 類 運 用 自 然 的 力 量
提 高 生 活 的 努 力 從 未 改 變，雷 圭 元 的 突 出 成 就
在 於 使 圖 案 學 思 想 向 人 類 美 好 的 生 活 的 邁 進，
陶 冶 人 們 的 心 靈，形 成 器 物 使 用 與 內 心 愉 悅 的
同 頻 感 受。人 類 最 高 追 求 總 是 在 不 斷 探 尋 着 真
理、善良與美的境界。圖案學也是如此，“新”
圖 案 學 在 雷 圭 元 的 引 領 下 又 到 了 一 個 人 本 美 學
傾向的嶄新高度。

三、“工藝美術”轉向“設計”

我 國 工 藝 美 術 的 歷 史 悠 久，可 追 溯 到 人 類
造 物 之 初，通 過 上 文 可 知“圖 案”到“工 藝 美
術”的過程，遂再還原“工藝美術”到“設計”
的 樣 貌，以 便 清 晰 其 發 展。工 藝 美 術 經 歷 了 一
個 漫 長 的 過 程 後 才 逐 步 形 成，早 期 的 工 藝 美 術
主要屬於手工藝範疇。1917 年，姜丹書使用了
工 藝 美 術 的 概 念，此 時 的 工 藝 美 術 並 不 等 同 於
“設 計”，他 主 張 工 藝 美 術 應 結 合 商 業。直 到
1930 年又有學者解釋“工藝美術”即“實用美
術”，“實 用 美 術”是 在 大 批 量 生 產 的 需 求 下
應 運 而 生，它 並 不 排 斥“手 工 藝”，包 含 了 人
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隸屬於工藝美術。“工
藝 美 術”這 個 稱 謂 代 替 圖 案 成 為 設 計 的 代 名 詞
於 1953 年 舉 行 第 一 屆 全 國 民 間 美 術 工 藝 展 覽
會，在 北 京 勞 動 人 民 文 化 宮 展 出 後，才 定 下 來
的。21 此 時，全 國 開 始 使 用 工 藝 美 術 的 概 念 以
代 替 圖 案 科，可 見 工 藝 美 術 開 始 等 同 於 設 計，
那 麼 工 藝 美 術 又 何 時 更 名 為 設 計 呢？新 中 國 初
期，國 家 百 廢 待 興，需 要 迅 速 恢 復 國 民 經 濟，
以 滿 足 人 民 大 量 的 物 質 文 化 需 求，我 國 大 量 工
藝 美 術 品 出 口 國 外，換 取 外 匯，遂 而 工 藝 美 術
概 念 也 漸 入 人 心。直 到 改 革 開 放 初，有 少 數 學
者 提 出 應 該 放 棄 工 藝 美 術 的 概 念，希 望 中 國 與
國 際 同 步，改 用“設 計”更 正 確。但 當 時 並 未
獲 得 國 家 支 持，如 同 人 類 的 發 展 總 圄 於 時 代，
需 要 順 應 環 境 流 轉 與 時 代 變 遷，學 科 概 念 的 界
定 變 化 也 是 如 此，強 行 改 變 會 使 大 眾 對 圖 案 的
認 知 更 加 混 亂，於 是 從 工 藝 美 術 到 設 計 的 正 名
被 擱 淺 下 來。隨 着 改 革 開 放 的 全 面 深 化，中 國
在 世 界 舞 台 上 漸 展 露 端 倪，各 方 面 發 展 皆 需 要
體現國際標準，1998 年國家教育部在時代浪潮
的 內 在 趨 勢 下 更 名“工 藝 美 術”為“設 計”，
從 此 中 國 設 計 稱 謂 經 由 上 述 一 系 列 的 變 化 後 得
到正名，並與世界同步。

由 此，當 圖 案 概 念 清 晰 可 見 後，“工 藝 美
術”與“美 術 工 藝”概 念 開 始 混 淆，其 實 早 期
的“工 藝 美 術”“美 術 工 藝”“圖 案”，它 們
都 等 同 於“現 代 設 計”，只 因 為 時 代 語 境 的 不
同 遂 而 產 生 不 同 稱 謂，又 因 世 情 與 時 序 的 不 同
展現出階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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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a. 雷圭元設計畫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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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計藝術”與“藝術設計”之辨

我 國 的 設 計 教 育 早 期 從 圖 案 學 到 二 十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的 工 藝 美 術 再 到 二 十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的
“藝 術 設 計”發 生 了 層 層 轉 變，不 論 是 意 匠 還
是 設 計 都 是 一 種 創 造 性 的 過 程，通 過 釐 清 上 述
文 字 中 對 圖 案、設 計、工 藝 美 術 的 流 變，再 解
讀“設 計 藝 術”與“藝 術 設 計”的 問 題，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兩 者 都 屬 於 設 計 的 狹 義 範 疇，既 有 聯
繫，又 有 區 別。近 十 餘 年 間，當“設 計 藝 術”
和“藝 術 設 計”被 人 們 同 時 提 及，總 令 人 疑 惑
不 解，且 不 說 學 科 之 外，就 學 科 內 而 言，大 量

的 本 科 生 或 研 究 生 都 感 到 一 頭 霧 水。知 其 然，
不 知 其 所 以 然 地 認 為 不 過“設 計”爾 爾，因 兩
詞看似大同小異，僅詞序顛倒，都關乎“藝術”
或 者“設 計”，但 其 實 質 大 相 徑 庭，屬 類 別 差
異，故 不 可 混 為 一 談。“設 計 藝 術”與“藝 術
設 計”主 要 是 為 了 學 科 分 類，因 它 們 存 在 於 不
同語境中，故導致了其性質的區別。

“藝 術 設 計”是 一 門 獨 立 的 藝 術 學 科，其
是 高 等 教 育 體 系 本 科 教 學 的 專 業 分 類。1998
年 教 育 部 將 全 國 本 科 專 業 由 五 百 餘 個 合 併 成
二 百 五 十 個，其 中 藝 術 設 計 專 業 顯 然 區 別 於 橋

圖 11-b. 雷圭元設計畫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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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 設 計、電 力 設 計、水 利 設 計、土 木 工 程 設 計
等等，藝術設計着重於“藝術”以便區別於“非
藝術”，屬於藝術領域中的設計類別，故用“藝
術 設 計”。本 科 藝 術 設 計 教 育 大 類 中 包 含 了 平
面 設 計、室 內 設 計、環 境 設 計、會 展 設 計、裝
飾 設 計、漫 畫 設 計 等 諸 多 不 同 的 專 業 組 合 建 構
成 為 藝 術 設 計，藝 術 設 計 因 是 本 科 專 業 而 以 實
踐為主，專門培養不同藝術設計類人才。

中 國 研 究 生 教 育 歸 國 務 院 學 科 委 員 會 管
理，設 計 研 究 生 早 期 稱 為“設 計 藝 術”，後 改
為“設 計 學”按 照 學 科 進 行 劃 分。此 前，我 國

藝術專業都歸類於文學，將 12 門類中的“文學
與 藝 術”拆 分 成 第 13 門 類“藝 術 學”，藝 術
學 下 設 置 專 業 方 向 五 種，分 別 為 1301 藝 術 學
理論、1302 音樂與舞蹈學、1303 戲劇與影視
學、1304 美術學、1305 設計學（參見國務院
2011 年 學 位 授 予 和 人 才 培 養 學 科 目 錄）。因
此，設 計 藝 術 在 藝 術 語 境 下 區 別 於 繪 畫 藝 術、
雕 塑 藝 術、音 樂 藝 術 等 純 藝 術 領 域，形 成 特 色
鮮明的“設計藝術”。

五、中國近現代設計學稱謂流變對當代中國的
意義

設 計 無 處 不 在，設 計 無 時 不 有。22 通 過 對
近 現 代 設 計 學 流 變 的 梳 理，找 到 中 國 設 計 的 價
值取向，確立中國設計的精神內核。眾所周知，
中 國 古 代 設 計 淵 源 流 長，風 格 多 樣、樣 貌 豐 富
且 頗 具 特 色，歷 朝 歷 代 都 有 着 自 己 的 審 美 屬 性
與 審 美 傾 向，因 完 備 的 禮 樂 制 度，規 範 着 不 同
群 體 的 行 為 方 式 與 設 計 規 範，中 國 的 農 耕 文 化
自 古 以 來 受 到 精 英 文 化 的 影 響。從 王 公 貴 族、
士 大 夫、文 人 墨 客 至 地 主、商 賈、百 姓 無 不 互
相 滲 透，從 而 推 動 並 制 約 着 古 代 設 計 的 發 展 方
向。

直 到 清 末 我 國 閉 關 鎖 國，受 到 戰 亂 開 埠 洗
禮，在 工 業 方 面 已 大 大 落 後 於 西 方 發 達 國 家 或
毗 鄰 國 家，而 近 現 代 設 計 是 由 工 業 革 命 所 引 發
的 手 工 業 與 大 批 量 生 產 分 離 後 所 帶 來 諸 多 問 題
的 反 思 與 改 良。至 此 起 中 國 一 直 跟 隨 着 西 方 的
步 伐，或 慢 或 快，但 並 未 超 越。伴 隨 着 新 中 國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努 力，設 計 與 創 新 已 經 提 高 到 發
展層面。

西 方 有 部 分 學 者 認 為“實 用 美 術”是 次 要
的，主 要 追 求 實 用，而 我 國 設 計 學 者 王 受 之 曾
言：“小藝術，大設計”。確實，藝術是小眾的，
是 追 求 卓 越 的，也 僅 各 群 體 中 的 一 小 部 分 人 懂
得 欣 賞，不 同 群 體 代 表 着 不 同 的 視 角 與 發 出 不
同的聲音，他們對藝術的審美趣味也大相徑庭，
而 我 們 看 到“設 計”則 是 大 眾 的，百 姓 日 用 而
不 知 的，具 有 範 圍 廣，包 容 性 強，需 求 量 大 的
諸多特點。

圖 11-c. 雷圭元設計畫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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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之 根 是 生 活，設 計 之 本 是 創 造。釐 清
近 現 代 設 計 脈 絡 能 更 好 地 直 面 我 國 的 問 題，為
我國設計的長足發展找到出路。

結語

總 之，近 代 對 圖 案 的 理 解 在 中 國 至 少 經 歷
了 三 次 思 想 演 變，從 陳 之 佛 強 調 圖 案 的 形 式 與
實 用 美，到 龐 熏 琹 強 調 圖 案 的 裝 飾 與 技 術 美，
雷 圭 元 強 調 圖 案 的 材 料 與 功 能 美，他 們 始 終 扎
根 於 圖 案 學 的 實 用 性 基 礎 之 上，形 成 各 自 不 同
的 側 重 點 與 角 度，他 們 從 未 對 圖 案 學 產 生 消 極
的 影 響，而 是 共 同 推 進 了 中 國 近 現 代 圖 案 設 計
事 業 的 蓬 勃 發 展。他 們 使 圖 案 的 理 解 從 承 擔 起
現 代 設 計 學 一 切 任 務 的 角 色，慢 慢 轉 變 成 一 種
設 計 學 中 的 專 業 設 置，因 着 這 種 理 解 的 變 化，
圖 案 學 作 為 一 門 獨 立 學 科 的 地 位 於 1953 年 更

名 為“工 藝 美 術”，至 1998 年 更 名 為“設 計
學”。當 然，與 其 說 這 是 對 圖 案 的 偏 誤，不 如
說是對圖案的一種“正名”。

正如張道一教授曾表示：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

經過老一輩圖案家的開創和苦心經營，使

圖案學構建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和

實踐措施，中國至今沒有其他理論和方法

能夠超越。它是工藝美術――設計藝術的

基礎，特別是從藝術思維、構想、創意到

具體方法、表現形式，建立起了一個系統

的框架。
23

整 個 系 統 框 架 使 我 們 適 應 了 當 代 中 國 設 計
學 發 展 的 需 要，尤 其 建 立 起 對 中 國 傳 統 藝 術 文
化 資 源 進 行 合 理 使 用 與 開 發 的 道 路。因 此，張
道 一 在 1980 年 全 國 高 校 圖 案 教 學 座 談 會 上 發
表《圖 案 與 圖 案 教 學》一 文，文 中 他 重 新 界 定
了圖案內涵。他說：

圖案的內涵是運用藝術的手段，在

物品製造和環境佈置之前所做的設計和

意匠。圖案的外延是指基礎的圖案，也指

工藝的圖案；裝飾的圖案，也指器物的圖

案；即指幾何形的圖案，也指自然形的圖

案等。
24

從 這 個 說 法 上 看，張 先 生 肯 定 了 前 輩 的 圖
案 思 想，依 然 把 圖 案 理 解 為“設 計”，認 為 圖
案 與 設 計 並 沒 有 本 質 的 差 別，儘 管 在 名 稱 上 有
所變化，就其內涵還是可以得到一致性的主張。

通 過 圖 案、工 藝 美 術、設 計 以 及 藝 術 設 計
與 設 計 藝 術 諸 多 概 念 的 梳 理，清 晰 解 讀 我 國 近
現 代 關 於 設 計 的 流 變，圖 案 不 僅 限 於 平 面，也
可以是立體的，它圍繞於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貫 穿 着 我 們 人 生 的 終 始，引 導 着 我 們 的 審 美 追
求與精神愉悅。早期“圖案”與“工藝美術”“美
術 工 藝”“設 計 藝 術”具 有 同 等 意 義。通 過 陳
之 佛、龐 熏 琹、雷 圭 元 等 三 人 對 近 代“圖 案”

圖 12. 張道一《張道一文集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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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涵 與 外 延 的 理 解 與 解 讀，希 望 人 們 能 從 中 關
注到圖案的真實內核——追溯中國現代設計學之
興 起，助 以 修 正 當 代 大 眾 的 偏 頗 見 解，重 新 構
建 起 對“圖 案”的 界 定。觀 察 三 位 學 者 思 想 中
變 與 不 變 的 精 微 區 別，使 之 相 互 融 合 延 伸 運 用
到 設 計 創 作，深 入 思 考 實 用 性 與 審 美 性、民 族
性 與 地 域 性、文 化 性 與 精 神 性、傳 統 性 與 現 代
性之間的聯繫與區別。

將 幾 種 詞 源 關 係 釐 清，明 確 概 念 以 便 中 國
設 計 的 傳 承 與 接 壤 設 計 未 來 的 發 展 是 我 們 義 不
容辭的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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