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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序言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勤劳聪颖的劳动人民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这其中，无论在传统物

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之中，设计都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并由此形成了我国设计的体系与传统。尽

管在古代“设计”这个词并未像今日一般被使用，但是匠作与工艺始终构成了先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就蕴藏在那些流传至今的器物中，记录于从远古流传下来的

神话或是历代递藏的传统工艺与建筑典籍中，并一道构成了我国传统的设计文明。设计文明是我国

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自古与人们的衣食住行休戚相关，至今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自

古有慎终追远、木本水源之文化。对设计领域而言，当下的设计教育与实践能将中国设计的传统与当

代生活联系起来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这不仅仅是说如何学习、参考与借鉴古人处理人与自

然关系的智慧，而且意味着准确理解和把握传统设计文化之中的精华，并将之巧妙地内化到适合当代

生活的产品中，从而让传统优秀文化得以延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应当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文化

自信的基础之上。

在人类存续的这个星球上，既无无源之水，也无无根之木，任何一种文明只有知道它从哪里来，才

能明了自身，也才能明确往何处去。作为《工业 工程 设计》杂志的创刊号，专题首先从设计传统的研

究及其在当代的应用开始，笔者以为是合适的。7篇研究传统工艺及其当代应用的论文，有的研究了

传统工艺的历史；有的研究了当代设计运用的问题；有的还关注了传统工艺创新设计产业的状况。它

们多维度、多视角地反映出传统设计文化的面貌，并且给出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的设计结合的可能

性，此类研究应当成为当代文化自信在设计领域的基石。

专题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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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设计中的服务设计思维

周俊俊，江牧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苏州 215123

摘要：从中国古代设计的视角对古今服务设计思维的存在和变化进行研究。通过对古今器物属性、古今公共服务设施和古今

服务对象的分析，探讨服务设计从古至今的发展和变化。服务设计不是人类设计发展中的自我产物，它是文化的载体，经过劳

动、生活和时间的沉淀。它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设计一脉相承，又不断推陈出新。中国古代设计有丰富多样的形式，通过各种

各样的方式体现服务的精神与内涵，由此初探服务设计，为现代服务设计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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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是情感的表达，更是文化的载体。在新石器

时代，原始人类运用水、火，使土壤产生物理和化学的

反应，实现其质的转变，从而烧制出了原始的陶器。如

果说陶器是劳动和偶然的结晶，陶器纹样就是对情感

和文化的表达。原始人将日常活动中的所见化繁为

简，抽象成点、线、面，通过简单的排列组合，绘制在陶

器上。这是一种最原始、懵懂的设计，是记录人类思想

和人对生活的见解的载体。在服务业高速发展的今

天，服务设计被视为产品设计过程中跨学科的一种设

计手段，其目的是希望产品可以为使用者带来舒适的

“体验”。

1 服务设计的含义和内容

“服务”这个词源于古拉丁文"Servitium"，意为“奴

隶制，奴隶身份”；"Servus"意为“奴隶，苦役”。在古英

语中演化为"Service"，意为“为……提供服务、效劳、公

共服务、服务业等”。中国关于服务最早的记载是在

《论语》中，“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

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里的“服其劳”，

就是提供体力上的服务，有服侍、服务的意味。“服务”

是为社会或他人利益而工作的意思。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服务管理学专家肖斯丹

提出了一种要以“服务”为重点，通过“设计”手段来进

行规划的服务管理理论，并在《欧洲营销期刊》上发表

了论文。之后的两年里，她又撰写了论文《设计服务》

（Designing Services That Deliver），并在《哈佛商业评

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发表，由此，“服务设

计”才第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然而这时的“服务

设计”并不是设计学概念中的服务设计，而是从市场营

销和企业管理方面出发的一种服务创新和营销手段。

“服务设计”作为一种设计概念，是由比尔·霍林斯

（Bill Hollins）最先在设计领域里提出的。《服务设计思

维》这本书的作者之一马克·史蒂克顿（Marc Stickdorn）

认为：“你如果问十个人服务设计是什么，至少会得到

十一种不同答案[1]。”从宏观的角度看，这本书将服务

设计定义为一种使学科交叉的手段，通过运用这种手

段到各个领域来解决问题。本文从中国古代设计的角

度去探寻服务设计思维的身影，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服务设计思维是对传统文化思想的追根溯源，也是

对服务设计手段价值的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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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思维在古代设计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设计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受各种文化思

潮的影响，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虽然无法以学

派、主义的方式将其系统地划分，但是纵观上下五千年

的发展，“服务”的思维始终贯穿其中。

2.1 中国古代造物设计的三个层面

中国古代造物设计可分为三个层次：（1）由于古代

技术的限制，人们取材于自然，在设计器具时，需要物

尽其用；（2）受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影响，工匠在设计造

物时，将服务的精神潜移默化地注入到器物中；（3）即

使在物资匮乏的时代，人类对美的追求，对舒适的追求

也从未停歇。可将第三层面看作微观的层面，即设计

造物应充分考虑使用者的体验感，以使用者为中心，用

使用者的眼睛去看世界。无形的服务需要适时地被展

现，雁鱼铜灯（见图1）和长信宫灯（见图2）就是非常好

的例子。除了提供照明这个基本的功能外，它们或优

美或具象的形态给予了用户美的体验。此外，还考虑

到灯烛燃烧后产生的烟气，为使用者提供了更舒适的

使用感，甚至还对保护环境有所贡献。这就是无形的

服务，不仅充分体现了服务设计的特点，而且给人舒适

的体验。

服务设计的特点是发生体验。简单说来，就是人

们所经历的人、事、物、场、境在生理和心理中的综合感

受及其经验的升华[2]。在古代，帝王常常倾举国之力

去创造极致的体验，这种对极致的追求促使古代造物

水平空前发展，也极大地满足了贵族阶层所遵循的等

级制度。然而但设计并不只是统治者彰显身份和地位

的工具，设计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为人服务。在《墨子·

非乐》中就有这样的论述：“仁之事者，务必求兴天下之

利，除天下之海。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

人者，即止[3]。”

设计最大的优点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对原有事物

进行改造、更新换代和不断探索，从而协调人—物—环

境之间的关系。设计是构思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一

种针对目标问题求解的活动”。中国古代的工艺设计

饱含了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这种历史文化体现

设计是服务于封建礼教的工具，一切的设计只为统治

者更好地加强对被统治者的管理，以及对设计者思想

的约束力，设计的好坏皆由封建礼教的规矩来判定。

礼乐精神主导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中国，可

以发现任何事物都受到过礼乐的影响，古代设计自然

也不能例外[4]。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设计受制于封建

制度，服务于封建意识形态。

2.2 服务设计思维的迭代过程

服务设计作为构思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呈现出波

浪式的前进趋势，好的设计不断推陈出新。这种迭代

过程包含探索、创造、再思考、实施四个步骤。这是一

种非线性的行动流程，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很可能会需

要返回上一个步骤，甚至重新开始。古今交通工具的

变化就可以作为印证中国古代设计中存在服务设计思

维的一个例子。“古代的人们在陆地长途旅行多是骑

马，现代的人们则是坐汽车。汽车使用汽油，汽油不是

天然的物品，需要开采提炼，并且地球上储量有限；马

则是吃草，这在野外基本上都有，并且草能自我生长。

汽车不存在衰老、死亡的问题，但也会老化，需要修理

维护；马则有衰老的情况，不能永久的使用下去。汽车

在没有加油站的地方毫无用处；马能找到青草和淡水

就行，汽车对道路要求很高，就连路上的小坑都有可能

导致事故，马则对道路的要求很低，基本是条路就行，

路上的坑洼可以忽略[5]。”由骑马到坐汽车，这中间就

经历了无数次探索、创造、再思考、实施的迭代过程。

图1 雁鱼铜灯

图2 长信宫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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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古代器物设计的服务思维与现代服务

设计

设计改变生活，设计从古至今都是推动人类文明

进步的手段。过去传统的设计是对物体的造型的设

计，是对物体的使用方式的设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的进步，人类膨胀的欲望，单纯的美感设计和实用

设计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设计已经衍生出对体

验的需求，对服务的需求。

3.1 要功能还是要服务？

在手无寸铁的原始社会，原始人类为了生存，通过

对手边现有的材料进行改造，得以制成工具，从而为生

存提供帮助。就如水是生命的必需品，为了生存，人类

不得不沿河而居，这种条件限制了人类的活动范围，这

个时候装水的盛器就给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带来了助

力。同时，陶盛器的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天灾

带给人类的破坏，人类利用陶盛器存取水源，以备不时

之需。因此古代造物设计的器物在形式上是服务于功

能的，这是一种隐性的服务设计思维，人类在不知不觉

中萌生了这种设计理念。尖底瓶（见图3）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由于水具有浮力，陶盛器的密度小于水，无

法沉底取水，所以聪明的原始人改变了取水陶器的形

状，使陶器很好地实现了取水的功用，取水过程见图4。

对比古代这种服务于功能的器物设计，随着物资

的极大满足，器物产品的设计已经不再满足于单方面

的功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

生产力成为我国的主要矛盾。这时候，服务设计就由

隐性逐渐显现出来，当代服务设计的一个重要特征就

是服务的全面性。不仅要解决器具的实用功能，而且

要注重全局考虑，这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设计程式。作

为设计师，最应该有同理心，和用户互换角色，从用户

的视角去思考设计，以此来改进设计，解决问题，让产

品与用户的每一次互动都被考虑到，从用户的需要到

用户对产品本身视觉、嗅觉、听觉、触觉的全方面体验，

再到产品功能的呈现及销售服务的感受，这些都需要

用服务设计的思维来确保设计最优化。

3.2 公共服务设计的古今对比

在前文中对于服务一词已经作了简单的解释，这

个词是近代被提出来的，其含义是为他人谋利。虽然

在古代没有这种说法，但古代公共服务设施分明体现

了这一思想。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秦始皇统一了六国，

结束了中国长期以来四分五裂的局面，他统一文字，统

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修筑长城的措施，在生

活上便利了人民，在生存上保证了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文字的统一见图5。古代服务设计思维不仅体现

在器物服务于功能，还体现在公共服务设计为人民生

计谋福利。

回到现代，与西方国家的性质不同，我国是社会主

义社会，国家包揽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责任。随着

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公共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从衣食

住行方面来讲，国家设立质监局，食品安全局，交通管

理部门等监管机构，保障人民的合法利益，服务于人

民。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公共交通设施，中

国国土面积约 963 4057 万平方公里，领海面积约 470

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三。人口约 14亿，分布在中

图3 尖底瓶

图4 取水过程

图5 文字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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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地，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把中国各地连接起来，促

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公

共交通设施的发展为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尤其是

旅游业的发展，它不仅为当地人民带来了经济收入，更

满足了外地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3.3 服务设计对象的古今对比

在封建社会时期，政权掌握在帝王手中，因此，可

以将古代的设计分为专职为皇家服务的官造设计和为

普通百姓服务的民造设计。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

人遵循礼教，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因此对服务于帝王家

的设计有着严格的要求。所有最精美巧妙的器物都归

皇家所有，所有技术、工艺最精湛的手工艺匠人都战战

兢兢地为皇家服务。与皇家对应的民用造物设计，由

于等级制度的存在，有着诸多限制。对民间器具设计

而言，只要满足基本的实用功能，服务于百姓的生活即

可。在没有实现标准化工业生产的手工艺时代，不管

对皇家，还是普通百姓而言，器具都是“专属定制”的，

靠手工艺设计制作出来的器具，每一件都有每一个工

匠独特的特点。到了近代，蒸汽机的发明使人类文明

进入了工业革命时代。工业革命改变了传统的设计走

向，大批量的标准化工业产品进入市场。与古代手工

艺品相比，这种大批量的工业产品解放了人类的双手，

降低了生产成本，让人民能以低廉的价格获取生活所

需的产品。同时，标准化的生产让器物损坏之后的修

补降低了难度。然而这种大批量的标准化产品也有它

的弊端，为了实现大批量的生产，摒弃了古代量身定制

的方式，导致无法从用户的需求上进行精准服务。生

产者无法了解受众人群。相较于古代设计而言，这样

的设计服务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体验上的倒退。不过社

会仍在进步，因为从古至今根植于人类骨血中的享受

主义从不见少，所以现代一些国际高端品牌仍然在提

供高级定制服务。不好的方面是与过去为了体验的定

制相比，现代的人们有一部分是在盲目追求定制，追求

奢侈品，被器物产品所奴役，而非体验设计所带来的服

务。器物应当为人所用，而不是人被器物所制。当今

的设计应该继承中国古代优秀的设计思想，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让设计妥善地去解决用户的难题，更好地为

公众提供服务。

4 结语

服务设计作为一种人为造物的手段方式，在关注

设计最终成果的同时，也应该重视设计带给人们的美

好体验，充分发挥“设计改变生活”这一精神理念。坦

率地说，设计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不会局限于唯一的

定义。现在，有固有定义的领域变得毫无生气、失去活

力或索然无味，在这些领域中，探究不具有挑战的既定

的真理[1]。服务设计的概念源于西方。它由美国服务

管理专家提出，这是它的萌芽阶段。然后，由英国设计

管理学教授进行深入研究，完善其雏形。最后，由国际

设计研究协会正式提出其概念。作为舶来的设计概

念，它使人们忽略了中国古代设计也有服务思维的事

实。从宏观的角度上看，中国古代设计有着丰富的内

涵，甚至具备了理论雏形。历史是打开未来的钥匙，因

此，对中国古代设计中的服务设计思维进行研究是很

有价值的，也是应该加强和深入挖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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