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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设计艺术研究的风向标 

———读刘文良《后现代语境下的生态设计艺术》

周红惠，向师师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刘文良教授《后现代语境下的生态设计艺术》一书，聚焦于当前生态设计面临的诸多困惑，问题意识与对策探求有
机统一，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相得益彰，学术性与可读性完美契合，为其健康发展献上了系列应对之策，堪为当前生态设计

艺术研究之“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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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生态设计”渐渐成为设计界一个炙手
可热的语词，学术界也给予了“生态设计”极高的关

注。然而，关于这一新生事物的研究却不知不觉地

陷入了一个怪圈———飘浮于口号与赞歌汇聚的“海

洋”之上，乐于强调意义，疏于直面问题。诚然，起

步阶段的生态设计确实需要响亮的口号来推波助

澜，但生态设计的可持续发展，却不能仅仅停留于

“赞歌”的层面。实现广度、维度与深度研究的立体

化效应，是当前生态设计艺术研究层次提升的必然

要求。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刘文
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研究成

果《后现代语境下的生态设计艺术》（以下简称

“《后》著”），为生态设计艺术的健康发展献上了一

系列应对之策，树立了生态设计研究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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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红惠，向师师：生态设计艺术研究的风向标———读刘文良《后现代语境下的生态设计艺术》

　　一　问题意识与对策探求有机统一

无病呻吟是学术研究的大忌，如果只是浮于现

象表面发表一些人云亦云或无关痛痒的粗浅看法，

那这样的研究就很难说有价值。美国哲学家杜威

说过，任何富有创新意义的思索总是发端于思索者

的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问题是内因，需求是动

力。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需求，是新的学术生长点

最好的催化剂。”［１］问题意识是创新发展的内在驱

动力，《后》著的可贵之处首先就在于其鲜明而强烈

的问题意识。作者并没有以一个生态狂热者的身

份为生态设计引吭高歌，而是以一个观察家的眼

光，冷静地看待当前生态设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比如偏激问题，做秀问题，肤浅认识问题，顾此失彼

问题，等等。作者指出，正是这样一些问题的存在

而引发了设计中比比皆是的误区。就拿生态包装

设计来说，绿色观念狭隘化、绿色内涵浅薄化、绿色

设计盲目化、绿色面目媚俗化等等误区已经成为包

装生态设计的严重阻碍。再比如说，城市绿地规划

的装饰化，城市水环境设计的盲目化，城市建筑设

计的模式化，城市交通规划的滞后化，这些当前城

市规划设计普遍存在的问题拖累着生态城市建设

的步伐。《后》著作者立足于人与自然 的和谐关

系，对包装生态设计、服装生态设计、住宅室内生态

设计、城市生态规划设计等贴近民生的设计进行把

脉问诊，观察病相，探查病灶，为消费者转观念、正

视听。

不仅如此，作者并没有止步于问题的确诊，而

是就各种设计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积极地寻求解决之策。比如说，针对新农村景观生

态设计存在的典型问题，《后》著提出三个方面的对

策：一是要以历史为源，以乡土为基，打造本土特色

型景观；二是要以生态为核，以经济为媒，打造环保

适用型景观；三是要以需求为本，以人性为度，打造

宜人亲民型景观。在进行对策探讨时，作者并不是

简单地依赖以理析理，而是尽可能地结合案例尤其

是老百姓身边的实例进行分析，如湖北恩施新农村

的特色民居与生态农业、江苏苏州旺山村的观光农

业和古典风格建筑，让对策来源有据，让举措用之

在理。诸如此类的对策探讨，在著作占有很大的比

重，贯穿于包装设计、服装设计、室内设计、城市规

划设计等各大专题研究，力求在确保较好的学术价

值的同时，实现良好的实际应用价值，也因此而成

为了《后》著的一道独特风景———催人警醒，助人

明辨。

　　二　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相得益彰

生态设计既不是一个简单的材料运用问题，也

不是一个纯粹的工艺问题，更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

问题，而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生态设计的策

略探讨，既需要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以保证方针

政策的正确性，也需要微观的细致探察，以确保举

措的有效性。《后》著作者深谙此理，将对于生态设

计的宏观考量和微观洞察进行了非常有机的结合，

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基于宏观层面的考察，《后》著体现出了一个非

常清晰而严谨的研究思路：将生态设计艺术置于后

现代视域中进行考察，探析生态设计与后现代主义

的关系，为生态设计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寻求深

层依据。在探讨现代设计的危机与“终结”趋势的

基础上，论述生态设计是后现代语境下设计艺术的

理性选择，然后从“绿色”观念的片面化、“人本”理

解的狭隘化、“环境”意识的短视化、“多元”文化的

浅薄化等几个方面论述后现代主义视域中生态设

计面临的诸多问题与困惑，接着分别从绿色底线、

根本之道、文化调控、本真追求等角度探索生态设

计的发展思路，为整体意义的生态设计明确了基本

的发展方向。

具体到各个设计领域，每一类设计都有其自身

的特殊性，设计生态化的要求、标准与方法都是不

一样的。《后》著并没有满足于前述宏观上的生态

设计策略，而是在宏观策略的引领下，继续着眼于

中观和微观，择取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设计类别

如包装设计、服装设计、城市规划设计、住宅室内设

计、新农村景观设计等进行具体的生态化设计研

究。无论是中观还是微观层面，基本上都是以问题

和对策为主线进行贯串。以城市生态设计对策探

讨为例，在中观研究层面，《后》著认为要从四个方

面立足：一是要以生态为本，克服城市绿地规划的

装饰化；二是要科学规划，拒绝城市水环境设计的

盲目化；三个要因地制宜，打破城市建筑设计的模

式化；四是要全面统筹，超越城市交通规划的滞后

局面。更进一步，则为更为微观的探讨，比如说“克

服城市绿地规划的装饰化”的对策就包括：扩大绿

“面”的同时更需注重增强绿“效”；减少异地植被

“入侵”本地物种的机会；抑制“大树进城”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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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损害；让绿地“装饰风”回归生态本位；等等。

正是这样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层层深入，道理

越讲越透，说服力越来越强。

　　三　学术性与可读性完美契合

严谨的学术性，是任何一部学术著作的立身之

本。当然，学术著作并不排斥可读性，缺少可读性

的学术著作其吸引力必然会大大降低。“任何对读

者缺失吸引力的作品，已经从其根本与源头上失去

了存续的一半可能，当然若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吸

引，其文章所产生的审美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或者

说是极易消散的。”［２］如果学术著作具备良好的可

读性，那它的学术性将如虎添翼。《后》著即是这样

一部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成功之作。

《后》著强烈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视点的科学

性、结构的缜密性、行文的规范性和语言的严密性

上。作者将生态设计置于后现代语境下进行研究，

目的在于为生态设计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加深层

次的理论支撑，让生态设计从后现代主义理论及后

现代主义设计中汲取更多的“养分”，获得更多有利

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有利于经济、社会、环境可持

续发展的设计启示，从而为建构科学性更加严谨的

生态设计理论体系奠定一定的基础。著作内容由

上、中、下三篇构成，“上篇”主要从理论基础上探讨

生态设计生存与发展的后现代“大语境”。“中篇”

在探讨生态设计的诞生背景、基本内涵的基础上，

重点研究当前生态设计面临的困境以及走出困境

的应对策略。“下篇”主要选取包装生态设计、住宅

室内生态设计、城市生态设计、新农村景观生态设

计、服装生态设计等若干个设计类别，具体研究各

大领域中生态设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从研

究方法上说，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便于多维度

地对生态设计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将规范研究法

与实证研究法有机结合，便于更客观、更深入地探

讨生态设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考虑到设计

领域的覆盖面，论述时主要采用以点带面、点面结

合的方式进行分析和提炼，注重从设计观念、材料、

结构、文化、人性等多方面进行挖掘。《后》著研究

思路清晰，结构非常严谨，创新性比较突出，对于丰

富和提升设计艺术理论研究的内容和层次，对于推

动相关学科的交融渗透均具有比较突出的学术

价值。

除严谨的学术性外，《后》著的品位还在于其良

好的可读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睿智优

雅的语言带来的生动性。在很多人看来，学术语言

往往因为讲究科学性、严谨性而缺乏生动性，于是，

一些学术专著作者对于自己干涩的语言也就心安

理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学术语言需要严谨但

并不拒绝生动，生动的语言可以为学术思维的表达

锦上添花。通读《后》著，舒畅的语言足以让读者好

感顿生，而不时渗融的风趣幽默则更让我们心旷神

怡，很多深奥的学术观点经由这谐趣的语言解读立

马变得浅显易懂。二是民生案例营造的亲切氛围。

《后》著在选用案例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作者尽量

选择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案例，选择身边的或自己亲

身参与设计的实例。作者居住地株洲城市生态规

划设计与建设的案例，作者指导研究生设计的一些

生态包装案例，因为饱蘸着亲身体验性，叙述过程

中所体现的现场感和情感性更加突出，感染性也就

更强，学术穿透力自然也就得到了更为有效的

提升。

随着生态设计的蓬勃兴起，生态设计研究也已

经有了蔚然成风之势。然而，正如《后》著作者刘文

良教授所认识到的一样，发展中的生态设计尚存在

很多的问题与困惑亟待我们去直面和解决，无原则

地吹捧与赞美只会让步履不稳的生态设计摔得更

惨。无论是《后》著所倾心探讨与解决的一个又一

个关键的问题，还是《后》著所采用的科学严谨、卓

有成效的研究方法，都可以说是生态设计艺术研究

重要的“风向标”。《后》著的出版，是作者向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交出的一份满意的答卷，

更是设计学研究的一盏指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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