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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辩证的方法分析设计创造与设计接受的关系

◎王官小源
摘要：设计创造与设计接受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本文笔者先就设计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设计接受的主要表现进

行概括，再逐步辩证分析。以当今时代为背景，基于设计创造为主流的分论点，举例分析优秀的设计创造能够很好被大众

接受。再从该观点的反面出发即过度的设计创造会让大众反感甚至是恐惧，进而得出设计接受不是被动的行为，而是反作

用于设计接受的。最后就这种反作用，再从制约和促进两方面进行概括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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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创造意味着产生过去不曾有的观

念或者是产品。然而，设计不单单是设计

师与设计产品之间的活动，还关系到市场

销售环节。而销售环节的最大影响因素就

是设计接受，即消费者是否对于设计产品

喜爱或者是有购买的欲望。可见，设计接

受是评价设计创意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纯物质、纯经

济的需求相对减少，对于融入科技文化元

素的产品越加追捧，因此创造的个人和企

业也从这个需求点出发，实现创造性到现

实的转化，赢得大众的接受。当然，设计

接受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反作用于设计

创造的，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需要，主动

地选择接受的对象。同时，大众的这种接

受对于某一观念或是产品的创造也起到制

约或是促进的作用。

首先，我认为，设计创造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接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马克思曾这样说：“消费而无对象，

不成其为消费”，如果说设计者没有所谓

的设计创造，那么就没有设计品的出现，

更不要说设计接受了。可见，设计创造物

是为设计接受产生的选择对象，即消费者

购买的产品。

2. 设计创造为设计接受提供消费群

体，即设计师设计出了什么作品，消费大

众就要被动地接受什么产品，但不一定是

消费者完全接受或者是满意的，它只是市

场提供了这样的创意，消费者只好被动地

接受。

3. 设计创造为设计接受提供动力源，

从而引导消费。消费是要靠产品作为媒介

的，一个富于美感的设计创造，它呈现出

的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更是懂得艺术和能

够欣赏美的大众。因此，只有设计创造品

才能引起人们的欣赏设计的需要，尽管在

很多时候，消费者产生对某一产品需要的

欲求，而此时她的脑海里只是一种模模糊

糊的形象，只有在进行产品真实的欣赏之

后，也就是只有在欣赏设计作品之后才会

欣赏产品本身，因而产生消费的选择。诚

可见，设计创造不仅为大众生产欣赏对象，

也为欣赏的对象产生接受的大众，进而引

导出消费的环节。

但在更多的时候，设计创造和设计接

受是一种动态的关系，一种辩证的关系。

具体来讲，在如今这样一个生产力高度发

达，科技水平卓越发展的新时代，设计创

造可谓是主流，但不能说是主体。因为现

在的社会发展水平，的确可以创造出超越

我们大众群体想象的设计或是产品，而这

些创造物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能够满足我们

更好、更便捷的生活，因而才被大众很好

的接受。

举例来讲，“人工智能”“5G”等在

十年前可能被认为是神话传说的话题，如

今已入寻常百姓家。可见，设计创造真的

是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这种创造给人们

带来了更为便捷、更富有科技感的生活模

式，当然也很好地被大众接受。举例来讲，

智能家居成为极具时代感的一种设计创

造。“新居住”重在全场景体验，它不仅

仅覆盖硬装、软装，满足业主基础的空间

功能需求，还包含生活感情的需求。如果

家里潮湿闷热，空调会根据主人的健康状

况和空气的气温和湿度自动调节到合适的

温度，并且打开新风，让空气处于舒适的

范围内。一旦监测到室外 PM2.5 浓度超标，

空调则会主动开启新风，并提醒主人减少

外出，甚至会根据监测到的空气脏污程度，

自动启动“洗空气”模式，它能够去除常

见的七类空气污染物，并释放负离子。“新

居住”下的“新呼吸”的场景设计——使

用者只负责呼吸，剩下的事情由空气管家

来操办，这样的设计怎能不被设计接受者

青睐呢？诚哉斯言，现如今的智能家居不

再是简单的互联互通，而是搭载“智家大

脑“实现主动服务。再比如，逐渐走进我

们视野的 5G，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设

计创造，也正是它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好的

生活体验，因而使用者能够很好的接受。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对 5G 最直接的感受

就是“快”，手机已经可以实现近似地面

光纤宽带的千兆带宽，只需几秒钟就可以

下载完一部 4K 高清电影。而这种设计创

造不仅仅只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更体现

在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自新冠疫情暴发

以来，“远程化”的互动方式得到充分的

展示，全国各地专家在远程医疗场景下交

流经验，抗击疫情；学生在家进行远程教

育等等，这一切都得益于 5G 的大宽带、

低时延、快部署。5G 还体现在军事领域，

无人机、无人战车正成为目前各国争先发

展的领域，5G 技术赋能无人作战平台，

其低时延的通信技术、大容量的传输性能，

将极大加强对无人平台的指挥控制，保证

战场通信的高效，提升侦查效果。5G 这

一设计创造，给不同领域的不同接受者带

来了很多好处，让普通百姓的通信生活更

高速，让所在不同地区的使用者交流更容

易、更通畅，让军事化更科学，更有效。

总之，在这样一个创新发展的时代，设计

创造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

种创造不仅仅满足我们功能审美上的需

要，更给我们提供了想象不到的时尚与便

捷，这样的创造当然是被接受者喜欢的，

甚至是依赖的。

凡事都有其两面性，如果当一种过度

的创造，或者说过于高科技的设计创造，

也许会给接受者带来反感甚至是恐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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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当然不会赢得大众的接受，市场的畅销。

因此我们可以这 样讲，设计接受也绝不是

被动的。

在如今这个信息量巨大的时代，新

型的产品不断出现，因此想要获得一定

的市场，首先要让大众了解产品。那么，

广告就成为一种很好的宣传媒介。我认为

广告设计是设计创造的一种表现形式，这

种设计创造直接影响着产品的传播效果、

自身价值，甚至是未来该产品被消费者接

受的程度。但是，如今很多人非常反感广

告这一设计创造，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在

于，许多广告商为了获得更大利益，故意

夸大产品的效应来迷惑消费者；还为了寻

求所谓独特的设计创意，不惜一切代价追

求所谓的标新立异，毫无底线地求异、搞

怪，甚至是利用当今不正当的社会风气为

素材，把请客、贿赂作为正面创意点，有

的更是利用暴力与色情作为切入点大做文

章，目的是吸引受众的眼球，这是完全不

顾受众心理感受以及其产生的不良后果的

行为，更是完全忽略掉了广告应该承担的

使命和社会责任。这样的广告商只是片面

地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至于广告对于产

品描述的真实性，创意背后所造成的负面

影响更是抛在九霄云外了。具体来讲，观

者看完广告以后，根本摸不清头脑，压根

就不知道这个广告在宣传一个什么产品，

与其说是在看广告，不如说是在“猜灯谜”，

这些信息传递不明确、故弄玄虚的创意在

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真的很难跟上时

代的步伐，根本不会赢得消费者的接受和

信任，只会让接受者更加地反感这种设计

创造。如果说接受者对于这些过度创造的

劣质广告持反感态度的话，那么对于有些

过于高科技的设计创造不仅仅是反感，更

多的是恐惧。有这样一组调查数据，根据

英国数据分析公司 YouGov 的一项调查，

德国只有 35% 的受访者认为，完全自动驾

驶“机器人汽车”能让交通更安全，减少

事故；甚至 42% 的人根本不相信全自动

驾驶汽车的好处。当被问到是否相信在未

来的某一时刻完全使用自动驾驶汽车时，

43% 的受访者回应既能想象，也不能想象；

有 48% 的受访者表示，自动驾驶汽车让他

们感到很恐惧。可见，绝大多数的人对于

过于高科技的设计创造还是没有信心，甚

至是恐惧的。在大多数人的头脑里，把自

己的生命完全交给有数据操控的自动化技

术、完全赋予智能化的这一理念是绝对不

可靠的，人们担心的是在某一时刻系统出

现故障，数据出现错误等等的一系列状况

会产生的悲剧性的事故。这种过于智能化、

过于高科技的设计创造，带给大多数人的

是恐惧，一定不会赢得大多数的接受者的

选择。可见，设计接受不是说只要是设计

创造品大众就一定要选择、接受，而是要

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进行选择。

在如今这样的发达时代，设计创造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选择，但是接受与否还

在于我们个人。设计创造每时每刻都在与

设计接受相互作用，当一个产品被设计创

造出来，接受者才有可能基于该产品的功

能与效用以及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购买消

费。当一个好的设计创造，顾名思义会赢

得大众的接受，更好的在市场中占据绝对

的优势地位；但是一个过度的设计创造，

也许会赢得极少数人的选择，但是这里的

选择更多的是出于体验感，很难称得上是

接受，所以它只能是小众的，难以赢得大

众市场。

概括来说，对于一个设计创造品，社

会大众可以是接受的，也可以是不接受的，

所以设计接受并不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它

会反作用于设计创造，对设计创造起到制

约或是促进的作用。

1. 设计接受对设计创造的制约作用表

现在，当绝大多数接受者不能很好地接受

某一产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创造者

继续在该方向上的设计创造。因为一个设

计创造物只有被大众接受才可谓是成功的

设计创造，如果这一产品只是一种存在的

形式，没有产生其自身的价值，没有被市

场接受，这就是创造的未遂。换言之，人

们对于这一产品呈现否定态度，进而制约

了该产品的设计创造。

2. 设计接受对于设计创造也起着促进

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

生产力与科技水平较高的今天，一个不能

被大众很好接受的设计创造品，设计创造

者就要尽快采取转型升级的措施，让设计

创造被很多更多人接受，即接受促进创造。

第二，在生产力与科技水平较低的时代，

基本是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创造什么，

没有需要，也就没有生产了。消费者产生

的新的需要，促使着创造者不断地学习先

进技术和审美理念，创造出新的产品，同

时，在设计创造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和完

善，使设计创造物更实用更美观。换言之，

大众的需要与接受是设计创造不断发展的

强劲动力。

总之，设计创造与设计接受之间绝不

是单向的影响或是决定，而是一种辩证的

关系，动态的存在。设计创造应当基于大

众当下的情感与价值追求，进行适度合理

创造；设计接受则是大众对于产品价值性、

实用性、美学性等方面评价后的自主选择，

这种选择影响着创造企业的发展方向，也

促进着创造者的不断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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