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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文化自觉”的视野提出在当代中西文化日益交融、环境艺术设计面向多元化的思

潮中，中国设计师应做出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向“设计自觉”转换的主动选择，积

极探求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设计符号和设计表达方式，从而向

世界传达出期望的美学内涵 ——— 中国方式，以确立历久不衰的中华设计文明在中西设计对

话中的应有话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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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自觉与设计自觉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

战》一文中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对当代处于

发展探索期的中国环境艺术设计，具有深刻的哲

学指导意义。面对大量西方设计作品和设计文化

的进入，如何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设计选择的

自主地位，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中国环境艺术设计

的存亡问题。中国的环境艺术设计和设计文化不

可能照搬西方的设计和设计文化，成为超越自己

传统文化的抽象物。中国的环境艺术设计应该与

自身的母体文化相联系，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和再发现寻求设计的进步和发展。以展示中国设

计对人类设计文明的贡献，从而解决设计自身的

存在价值。我们将这一设计文化的主动选择现象

称之为“设计自觉”。“设计自觉”除对母体文化有

自知之明外，还应对西方文化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和剖析。

西方历史中的希伯来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

文明、古希腊文明、文艺复兴曾为我们创造了无数

的艺术神话。但为何辉煌一时、旋生旋灭、终成过

眼云烟，只能为后来者留下无限的遐想和惆怅；为

何曾雄据天下的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

也忽生忽灭，只剩下刀光剑影的遗梦和残垣断壁？

宗教至上的排他性和由此引起的连绵不绝的宗教

战争，政教合一、贬低人性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

的失衡成为首要原因。古希腊文明崇尚科学的理

性，将客观世界作为人类征服的对象，虽然使科学

发展有了文化的土壤，但探求自然奥秘的科学理

性又使其走向宗教文化的另一极端：人性本能的

不断放纵和现世享乐，人成为唯科技主义的物质

奴隶。文艺复兴极大地释放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

力，推动了西方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社会价

值的导向迅速将人们从中世纪形而上的宗教至上

转向古希腊形而下的物质至上，在这里，社会理性

难以制约人的利己本能，人性中的社会性逐渐在

法制的名义下屈从于利己本能的支配，法制成为

脱离人性与伦理精神的僵化工具，社会缺乏以人

的自律精神为基础的文化机制。宗教以神化人，

科技以物化人，这种文化的结构性缺失是宗教与

科技两极化的必然结果。当然无法否认，以希伯

来信仰精神与古希腊科学理性精神结合而形成的

西方文明，曾长期称雄世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

设计文明也让我们叹为观止。但冷静思考西方的

设计发展史，我们仍可清晰地看到，古典设计没落

后的西方设计发展，历经现代主义的冷漠、后现代

主义的虚矫和渲泄，其间包括多种风格和流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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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阐释，但终究未能超越母体哲学与文

化的局限。

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文化

深厚，至今举世无与伦比。她凝聚着中华民族的

智慧结晶和精神风貌，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唯一

存在和延续的实体，是世界上自成系统、独具特色

的文化。作为一种文明体系和文化积淀的结晶，

她在社会的现代进步和发展进程中，仍以超然的

生命力曲折的表现在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并深

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尤其是

先哲们创立的宏观哲学思想 ——— 和谐辩证法，

历久弥新，在当代被世人所认同。和谐辩证法认

为：万物的存在皆由“对偶”而生，如天地、阴阳、内

外、文质、知行、仁义等。对偶兼具相对、相反、互

补、互生的性质，差异产生于对偶，对偶生成了无

限的生命创造力，世界的根本是一个整体，万物在

本质上有齐一性，冲突可以在对偶的架构中化解，

人生与社会的冲突或许难免，但人可以效法天道

化解人世间的冲突。当今天我们仍津津于上世纪

那些民族风格鲜明的现代环境艺术作品时，是否

应抛开纯粹技术意义上的审美，去关照大师们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超凡理解和把握。她会生动地告

诉我们：只有文化的自觉，才能以自觉的文化构建

富有自我民族特色的设计语汇。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环境艺术设计，不仅需要

吸收西方的哲学思想和设计文化，更需要中国的

设计师重新审视自己的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

从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模式和怪圈中走出。其睿智

与卓识应体现在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以开放的

胸襟在汲取西方设计文明精华的同时，发挥母体

文明的优长，以切实的自我批判精神，使自己的设

计文化成为一个开放成长的体系，并且要有十足

的自信来发掘自己的文化宝藏。把“文化自觉”有

效地转化为“设计自觉”，以担负起中华设计文明

的复兴。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环境艺术思想

儒家学说是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历经从孔

子、孟子、到董仲舒、朱熹⋯⋯两千余年，形成极为

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其反映在环境设计方

面：是一种以“天人合一”观念为主旨，以中庸之道

为原则，根据易道讲人道、根据道德讲伦理、根据

伦理讲修行的人文思想。儒家思想在封建中国的

影响巨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在

任何古典艺术作品中如城市规划、建筑、室内设

计、家具设计，包括像江南园林那些称之为“自由

风格”的建筑中看到作为指导性思想的存在。与

儒家学说并行发展相互融合互补的道家学说，更

关注于对世界本原的认识。道家学说的代表人物

老子认为世界生成的模式是：“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这里的“一”

指阴阳未分之前，宇宙混沌一体；“二”指宇宙剖分

为阴阳；“三”即阴、阳、和。“三生万物”即通过阴

阳的对立生成新的统一体。值得注意的是阴阳未

分的“一”并不是世界的本源，它是由“道”产生的，

“道”比“一”更根本。老子还说：“道可道，非常

道。”（《老子》一章）即能够用语言来表达的道，不

是永恒的道。而他自己认为永恒的“道”，是不可

以用语言表达的，它无形、无声，“视之不见”，“听

之不闻”，“扌昏之不得”，（《老子》十四章）一句话是

虚、无，所以“道生万物”。对于具体的事物，老子

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

十章）它们都是“有”和“无”的统一体，“有”是事物

的实体部分，“无”是事物的空虚部分。空虚比实

体更根本，所以“道”就是“无”。“道”不仅是世界

的本源，也是普遍的法则。“道”的作用是自然而

然的，对万物的成长，它不强制、不干预、顺其自

然。它经常向事物的相反状态运动，以静制动，以

柔胜刚。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

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自然，这里指

自然而然。道法自然，即“道”以自然而然为法则。

“道”不仅是化生万物的本原，“道”还是美的本原。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

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行，高下相

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如果说儒

家学说为古典艺术设计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总纲

的话，道家学说的“有”和“无”，“道法自然”则为古

典艺术设计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论基础和设计的

具体的途径。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环境

设计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归

纳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天人合一”的总体设计指导思想

在古代儒、道等各家的思想体系中，尽管对世

界本原的认识不尽相同，其它方面也存在明显的

差异。但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基本均持有共同

的观点：认为人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也是宇宙

的一员，即孟子所谓的“天民”。儒家主张“天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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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道家强调“天人一物”，都表明人与自然是本

质统一的整体。“天人合一”主张天、地、人一体，

天地是万物和人的养育者，人的行为应遵奉天时，

效法自然。《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宋张载在中国思想史上首先明

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

太虚之气，人与天地都是由气构成，气是天地合一

的基础，人是自然界的同构物，气的本性也是人与

物的共性，“天人合一”是人生追求的至上境界和

天道与人道统一的桥梁。自然与人的生命活动、

生存方式休戚相关，“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管子·五行》）这是一种让民众养成遵崇自然，顺

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人文意识。“天人

合一”的思想为古代环境设计行为提供了一个完

全理性的理论基础。对当代人提出的可持续发展

的绿色设计观，有机设计观仍具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敬畏生命、兼爱万物”的设计伦理原则

“仁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对君子

提出的道德要求。从孔子的“爱人”（《论语·颜

渊》）、孟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韩愈

的“博爱之谓仁”（《原道》）到朱熹的“爱之理，心之

德”（《四书集注·论语集注》），都强调仁的核心是

爱人，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敬畏。仁爱精神的再

进一步拓展，也拓展到对物、对自然界。孟子说：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后

来的张载也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

称》）墨家也主张“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

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尚

贤下》）都是说对自然界、对物也要看作人类的朋

友，采取爱护、爱惜的态度，尊重一切生命价值，并

依次作为衡量人的行为善恶的标准。这就是从宇

宙自然的整体性出发来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交往

的伦理原则。当代环境艺术设计倡导的人性化设

计，强调设计中的人文关照，应该从古典设计的伦

理原则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三）“道法自然”的设计理念

在“道法自然”这一哲学命题中，老子把化生

万物视为道的本性，其法则是自然，即“无为而无

不为”。包含了宇宙本体道是万物与美的本原，同

时也强调人对生命运动观察过程中对美的体验。

所以，在环境的设计中首先要把握事物对整体世

界适应的方式 ———阴阳和谐与平衡，正如老子所

说的那样：“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道德

经》第二十八章）人与自然的和谐，还体现在人通

过对自然的观察和体验，在内心深处引起的情感

反应———感悟。所以在环境的设计过程中，人们

通过对环境的优化，在自然与事物之间构建起空

间的联系，通过某些设计要素（如山石、流水、树木

等）的反复，使人联想到生命的有限、事物的短暂

和宇宙的永恒。在对空间的处理上，以少、空、虚

来表达大和无限，具体到每一个设计要素，则让其

在相应的位置上，平淡天真、浓淡相宜、修短合度、

宛若天工造化。使人们透过事物现象上的差异看

到世界的本质，从而真正理解世界运动变化的根

本规律和生命存在的意义，并在体验中获得了对

美的重要规律———必然与自由、合目的与合规律

———的认识。进而体验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庄子《知北游》）“夫道，覆载万物者，洋洋乎大

哉。”（庄子《天地》）“道法自然”的设计理念对当代

环境艺术设计应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要求我们

在设计的过程中，尽量考虑作品与周边环境的协

调，解决好自然能源和自然材料的合理利用，空间

组织、景观设计、装饰装修、陈设艺术应尽量利用

自然元素和天然材质，创造自然雅致、简洁亲切、

富于想象的空间和环境。

（四）“用之有节”“取用有度”的可持续设计观

传统文化在对待自然资源的利用上，强调“用

之有节”“取用有度”的原则。《尚书·大禹谟》中就

有舜帝与大臣们讨论政务时的对话记录。大臣禹

说：“惠迪启，从逆凶，惟影响。”意思是说，遵循道

就吉利，顺从恶就逢凶；吉凶与善恶就像影子与身

体，回声与声音的关系一样。《周易》把“节”列为

一卦名，节卦的第一句文字就是：“节亨”。“节”有

节制之意，“亨”有顺通之意。意思是说节制的行

为就能顺通吉利。孔子在解释这一内容时说：

“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孔子认为君子（治

理国家社稷的人）应当制定礼规制度，以便节制人

们的欲求，评价人的行为，使人们不致越出礼制规

定的范围。墨家也提倡“节用”和“从义”，强调“用

财不费，民德不劳”。道家注重个人自身顺从自然

之道的节制，倡导“知止”、“自胜”。“知止”就是使

自己的欲求顺从自然之道，适可而止；“自胜”就是

自己克制，战胜自己不合乎自然之道的情欲追求。

按照老子的看法，“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主

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法家纲纪、法制，推行

“啬术”、“权取”之道，“啬术”就是讲究节用；“权

取”就是要依据标准，权衡利害作出取舍。这些朴

素的生态学说在对待自然资源时，都主张“取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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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用之有节”的原则，体现了中华民族延续发

展的立世精神和淳厚德性。对当今社会物欲横

流、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物种大量灭绝、人类生存

质量不断下降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环境艺术设

计中，建立一种新环境的同时，不能以破坏另一已

存在的环境为代价。尽量减少对资源的消耗，扩

大对可再生资源的有效利用。

（五）“博学”“善择”“兼容”的设计之道

儒家在对待学习的问题上提倡与时俱进的精

神，主张“学而时习之”，同时要求做到“博学之，审

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博学时要善择，

吸收精华，扬弃糟粕。道学虽讲玄之又玄的“道”，

但仍讲究求实精神。庄子要“析万物之理”来探讨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礼记》上说：“玉不琢，不成

器，人不学，不知礼。”孔子还说：“智者不惑，仁者

不忧，勇者不惧。”一方面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另一

方面强调了知识与视野、胸怀及品德的有机联系，

知识只有在道德的引导下才能成为社会的推动

力。在对待他人时，战国末年的儒学大师荀子，提

出了著名的“兼容之道”，或称“容众之道”，提倡宽

容待人的思想。荀子说：“君子贤而容罢，知而能

容愚，博而能容浅，精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

术。”（《荀子·非相》）学术上有见解的人，不应看不

起人，宽容不了人。而应容纳人，实行“兼容之

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善择。兼容

的范例莫过于传统文化对待佛教文化与艺术的态

度。原本于印度的佛教于东汉传入中原，其理论

实质是神学唯心主义，鼓吹人类以自我节制的生

活方式，虔修冥想以至涅般
木，超越人的本体达到

臆想中的出神入化、超凡脱俗的境界。这种对待

人生的态度与本土儒家倡导的乐天知命、安贫乐

道、顺应时势及道家的无为不争、安时处顺的态度

相容相摄。最终，原本的宗教仪式和清规戒律被

通过沉思默想来达到开悟所取代，并给予现实生

活以关注，只要心中有佛，就可去体验现实生活的

乐趣和接近自然的愉悦，这种既热爱现世又向往

来生的人生态度，把佛教与适意生活方式完美地

体现在中国的山水和园林之间。丝毫看不到佛教

起源地那种把全部智慧投入到对潜在生命中的超

然力量和不可知世界的不断物化。今天，中国的

环境艺术设计在与外来的设计文化、不同风格流

派和新的探索形式对话的过程中，也应积极采取

“兼容”与“善择”的方式，从中西的相互交往中，获

得对自己和异己的认识，创造设计文化的相容并

包、和平共处的多元局面。

三、设计自觉与环境设计的中国方式

中国方式是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一种重要

的表现形式，她是设计师自觉运用中国传统文化

资源的语言符号和视觉要素，并将其转换成符合

当代环境艺术设计语境的设计形式，使人们在欣

赏环境艺术作品时，能够从中解读到作品中的文

化根源和历史脉络。她的产生是设计师从文化自

觉向设计自觉转换的主动选择和觉醒。向世界充

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文化历久不衰的价值和独特魅

力。就其发展的历史而言，先后经历了对传统文

化的借用和转换两个时期。

上世纪 !" # $" 年代，建筑和环境艺术设计对

民族风格的复兴，主要表现在对传统形式的借用，

诞生了像南京中山陵、北京十大建筑、广州烈士陵

园、白云山庄等一批作品。其中南京中山陵的设

计，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空间序列手法，充分发

挥了周围自然环境的优势，极具浓烈的纪念性建

筑风格。广州烈士陵园、白云山庄等作品发扬了

中国园林艺术的自然布局特色，造型轻巧通透、色

调明快、空间灵活、富于变化，把人工与自然、室内

与室外、造型与装饰有机地结合起来，展现了古典

园林艺术应有的审美价值。进入 %" 年代，改革开

放的洪流锐不可挡，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文化思想

异常活跃，东西交流日趋频繁。环境艺术设计在

共生和交融中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人们对传

统的继承已开始突破以前的借用手法，除继续关

注古典建筑和园林艺术外，视觉逐渐延伸到对传

统哲学、文化人类学、地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其

他姊妹艺术等传统文化的广泛领域，探索对其精

华的有效转换，使其成为环境艺术设计的语言符

号或创作母题。代表性作品有广州白天鹅宾馆、

北京香山饭店、北京炎黄艺术馆、中国国际贸易中

心中国大饭店室内、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室内、上海

商城、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西安阿房宫酒店

等。其中以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明先生设计的北

京香山饭店为代表。它不取传统建筑中的宫廷气

派，而是吸收中国江南园林和庭院组合的形式，把

建筑空间、室内空间与自然融为一体，以灰色民居

色调为主，造型亲切，典雅朴素，直入诗情画意。

体现了大师对传统文化的独到见解和高超的表现

手法。（这里姑且不论建造者在新环境的创造过

程中对其他自然环境如石林景观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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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式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环境与空间的

独特理解，概括表现在：强调物化自然与人化自然

的完美和谐，把人的精神、思绪、情感的有限性与

自然环境完整和谐之美的无限性高度地融为一

体；求“全”的环境空间意识，强调综合多种环境的

整体性，将整体与局部、个体之间、室内与室外充

分有机地关联起来，与自然合而为一，形成天、地、

人物的同构；对环境空间的观察，则采用“游”（动

点透视）的方式，将不同时空，甚至不同思想意义

的内容结合到一起来认识，充分发挥主观联想，还

物以“自然”状态；强调空间的音乐性表现，以空间

内在阴阳对立统一的运动变化为依据，运用空间

的动与静，隔与透、实与虚来依此表达空间的神

韵；思“悟”的象外追求，在空间“游”的过程中，人

们会感受到其内物的抒情、意的双关，既深透物内

又超然物外，达到心物相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

的心境。

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需要文化现代化的

同步。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设计文化是文化建设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设计的途径将传统文化

中的精华以物化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处于现代文

明中的人们，能够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体

验传统文化所带给我们的那种淳朴、自然、和谐的

深远意境和审美乐趣，以期净化我们的心灵，激发

民族自豪感。!" 世纪的中国环境艺术设计，需要

这种带有根源性、母体性的中国精神气质、中国风

貌和中国特质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心理积淀的中国

方式。这是中国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历史必然，

她需要我们的环境艺术设计教育家、理论家和设

计师们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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