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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莫里斯与“工艺美术”运动的产生

林曦

(浙江工业大学，杭州310032)

摘要：“工艺美术”运动是起源于英国19世纪下半叶的一场设计运动，是莫里斯学说的直接成

果。“工艺美术”运动最主要的代表和奠基人威廉·莫里斯，受到拉斯金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

影响，在设计上强调设计的服务对象，希望能够重新振兴工艺美术的民族传统，反对矫揉造作的维多

利亚风格。本文试着梳理工艺美术运动产生的背景，分析它产生的条件，以便对现代设计的产生有一

个更透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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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柏ct：The Art＆c础s Movement was ori百nal舶m End锄d at late 19 century，a direct fmit of

Morris tIleory．n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aIld founder，Willi锄Morris who w鹪a雎cted by democra-

tization aIld socialism 0f Ruskin，emphasized the senrice object in design．He wanted to prosper the national

订adition of the Art＆Craft and objected to artificial Victoria style．nis thesis tried to figure out t}le back-

gmund 0f the reason“711le Art&Craft Movement，aIlalyzed the condition of h印pening，so that we can have

a more intensive understanding about modem desi萍1．

Key words：an＆c础s；modem des咖；Victoria；Willi锄Mo谢s

1“工艺美术”运动产生的背景

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

式，却没有给设计带来相适应的艺术，于是导致了问题的出现：

机器的批量生产，而产品质量的急居I下降。为了解决这一矛

盾，许多艺术从业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uJ⋯⋯

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力的基本条件，也改

变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面貌，从而使设计进入了一个

新的时代，一个围绕着机器，围绕着市场的新时代，人们把它称

之为现代设计。首先是设计和制造的分工，设计从制造业中分

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其次是标准化的产品的出现。通过

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完全一个模样，没有古代工匠们的个人风

格和技巧存在的余地，产品的艺术风格无人关心。此时，评价

设计优劣的唯一标准是利益，是如何省工、省料、省钱，没有人

关心产品的艺术性和文化性。第三新的能源、动力也带来新材

料的运用，传统的木，铁被各种优质的钢和轻金属代替，建筑业

也把砖石置于一旁，开始了钢筋水泥构架的结构。总之，人们

可能利用比手工业时期更为强有力的动力和机械来达到自己

的设计目的，因而也产生了更大的自由。机器生产使产品的增

长速度突飞猛进，作为销售渠道的市场，商品比以前更为丰富。

封闭的、自己自足、自产自销的自然经济消亡，市场经济成长起

来，自由竞争使城市商业出现了畸形的发展和繁荣，从而导致

了要求全面提高竞争力的新的设计思想和设计体系的出现。

虽然大量的工业产品投入到市场，但设计远远落后在后

面。艺术与技术的分离，美术家不过问工业产品，而工厂业主

则只管具体制作、生产流程、产品质量、销路和利润，未能想象

到还有进一步改善的可能与必要。此时的产品出现了两种倾

向：一是工业产品外型粗糙简陋，没有美的设计。二是手工艺

人仍然以手工生产为少数权贵使用的用品。社会上的产品明

显的两极分化，上层人士使用精美的手工艺品，平民百姓使用

粗劣的工业品。艺术家中不少人不但看不起工业生产，并且仇

视机械生产这一手段。但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工业产品在消

费中的统治地位，因为工业产品可以批量生产，价格低廉，能为

广大消费者接受。当时，摆在设计师面前有两个重要的问题，

一是过分装饰、矫揉做作的维多利亚风格的蔓延；二是不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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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份子感到震惊、甚至恐怖的工业化的来临。

“工艺美术”运动产生的另一个契机是1851年的工业产

品博览会。1851年英国为了展示其工业技术的实力，收集了

欧洲各国的工业产品，举办了著名的伦敦万国博览会。这个在

水晶宫里举办的工业产品大展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

时的产品中，工业产品占很大的比例，外型都相当的粗陋。博

览会的组织者德国建筑师G·泽姆佩尔、英国首相亨利·科尔

和理论家欧文．琼斯都对此提出指责。琼斯称其中的产品是

“趣味最恶劣的、丑陋和不协调的奇想口J。”博览会上粗制滥造

的工业产品，引起了以约翰·拉斯金等英国一部分艺术家和理

论家的反感。他们通过批判机械化大生产所带来的早期工业

革命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而倾向于回归对中世纪古典传统手工

艺的眷顾。以莫里斯为首的。工艺美术”运动开始在民众中倡

导。手工与艺术结合”的理念，提出工艺产品要。美观与实用”

的口号，打破艺术与手工艺之间的界限，主张艺术家走入生活，

艺术与技术结合，创造为大众理解和接受的作品，它反对维多

利亚矫饰之风，倡导中世纪的纯朴装饰，并吸收日本的装饰，从

自然中汲取素材，创出新的设计风格，这是一种可贵的探索。

2威廉·莫里斯及莫里斯公司

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英国站在这场巨大

变革的最前列。工业革命确立了机械化大生产的地位，造成了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膨胀。英帝国此时正处在上升的黄金

时期，是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工业大国。在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

长的同时，社会与美学的双重危机接踵而至：一方面，工业革命

产生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贫富悬殊

使阶级矛盾趋于激化，社会主义思潮在英国伴随着工人运动的

发展而在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再度兴起。另一方面，

追逐利润使资产阶级无暇顾及产品的功能与之相适应的形式

设计。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高尚艺术9与“实用艺术。之间的

差别已发展到相互对立的地步。莫里斯是第一位认识到当时

这种艺术脱离社会的不健康状况的艺术家，也是第一位投身于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他从一个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艺术家的立场出发，试图用艺术来改变社会的丑陋与堕

落，他把实用艺术提高到。高尚艺术”或。纯艺术”同等的地

位，并对现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现代艺术史

先驱者之一。

1853年威廉·莫里斯进入牛津艾希特学院，在学院结识

了后来成为终生挚友的伯恩·琼斯，正是他将约翰·罗斯金的

著作介绍给莫里斯。其中给莫里斯影响最大的是《威尼斯之

石》、《现代画家》和《建筑七盏明灯》。1855年他与伯恩·琼

斯参观了英国乡村教堂和法国与比利时的中世纪修道院，深深

地为中世纪的伟大建筑所感染，这使他坚定了学艺术的决心。

1856年莫里斯从牛津大学毕业，进入英国著名哥特复兴风格

建筑师斯特里特的工作室学习建筑，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在学习建筑的同时，莫里斯还从事绘画创作和石料、木材的雕

刻创作。他用粘土做模型，用灯具做装饰，力求使自己掌握多

种技艺，这为他后来在设计中重视材料的性能和操作方法打下

了基础。

莫里斯对实用艺术的兴趣与拉斐尔前派成员的影响有密

切的关系。实用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在当时并没有得到

广泛的认可。莫里斯认为，艺术的范围并不局限于绘画与雕

刻，它的主要部分应该是实用艺术。人们每天接触它，并用它

来美化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艺术来源于人类本能对美的追

求。它既可以满足人类的创造天赋，同时又能丰富社会生活。

莫里斯继承了约翰·罗斯金的观点，反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

化生产和当时艺术中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认为没有

人性的机器生产出来的装饰就成了彻头彻尾的、无法饶恕的赝

品。。我所理解的真正的艺术就是人们在劳动中的愉悦的表

现口]。”他忠于自己的首要原则，即艺术不应是少数人独占的

奢侈品，他不满足于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希望广大公众

都能得到所有他认为是优秀的艺术。这种思想贯穿了莫里斯

的一生。

1861年莫里斯在伦敦红狮广场8号开办了一家工厂，成

立了莫里斯、马歇尔和福尔克纳绘画、雕刻、家具与金属制品美

术工匠公司。莫里斯和他的合伙者们将自己视为。美术工匠”

(Fine Art workmen)，亲自从事设计和创作。莫里斯本人几乎

掌握了他从事设计的所有工艺种类的技巧、制作过程和材料性

能，并尽可能地参与生产实践。他们要结束艺术家对“非纯美

术”(Arts Not—Fine)的蔑视，他们认为这种蔑视长期以来毁坏

着欧洲艺术的基础。在这里，他们并不关心与工业的协调，而

是作为一种对商业主义、大规模生产和由此产生的趣味的日渐

低俗的反抗，唤醒人们对自然的装饰，纯净的色彩和真正的美

的精神的热爱。力图通过艺术来改变英国社会的审美趣味，使

英国公众在生活上能享受到一些真正美观而实用的艺术品。

3 “工艺美术”运动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19世纪工艺美术运动起源于英国，这场设计运动，它反映

了19世纪的一种意识形态，。一件物品必须符合它的被制造

的目的”，后来发展为一场国际运动。他们通过批判机械化大

生产所带来的早期工业革命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而倾向于回归

对中世纪古典传统手工艺的眷顾。以莫里斯为首的。工艺美

术”运动开始在民众中倡导“手工与艺术结合”的理念，提出工

艺产品要。美观与实用”的口号，打破艺术与手工艺之间的界

限。威廉·莫里斯对由于机械化、工业化大批量生产造成的设

计水平下降感到痛恨，他认为速成的工业产品外形简陋，做工

粗糙，跟传统的美的原则背道而驰。他深受伦敦世界博览会的

刺激，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设计的颓败状况。19岁

时他开设了世界第一家设计事务所，身体力行，通过自己的设

计实践，促进了英国和世界的设计发展。尽管从另一个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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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莫里斯他们旨在实现手工艺复兴的运动，恢复中世纪的手

工传统，(这些曾导致他的学说与实践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相对于发展的工业运动来说，是一种对机器文明的消极的退让

态度，是他对中世纪手工的迷恋。但在这个运动中，他们所追

求的却是所有人生活自由，提出了。艺术与技艺的结合。的理

念；提出“工业产品要美观与实用”的口号；提出。艺术是所有

人的艺术。，“艺术为大众”和。打破艺术与手工之间的界限”等

一些可贵的美学思想。就此而论，莫里斯真正是20世纪的预

言家，称得上。现代运动之父¨“。莫里斯反对机械性的艺术

生产，但他的美学思想却被主张机器生产的新艺术运动的艺术

家们发扬光大。新艺术运动可以说是从莫里斯领导的工艺美

术运动中生长出来的。莫里斯在实用艺术领域的实践探索和

理论著述的宣传使装饰艺术取得了与绘画同等的地位，是现代

工艺美术的开端。

从莫里斯到他的追随者和手工业行会，再到艺术工作者行

会，到工艺美术展览协会，他的设计及他们提倡的原则和设计

风格，在英国和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又相继出现了以

法国、比利时为中心的将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引入欧洲大陆

的“新艺术运动”，以德国为中心的对于标准化、大批量生产方

式探讨的“德国工艺联盟。，到1919年的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

在魏玛创建了。包豪斯设计学院”。它的影响遍及欧洲多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工艺美术运动”以新的装饰反对矫饰，主

张精致、合理的设计，并保存了手工艺，对现代设计思想的形成

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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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近几十年来，包装业以迅猛的速度在发展，成为极其重要

的，独立的生产部门，但由于经济迅猛发展，商品市场恶性竞

争，包装已偏离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一方面包装。喧宾夺主”取

代商品成为价格中的大部分；另一方面，在商品市场竞争激烈

的今天，对包装经济性的研究，以图降低成本，又成了生产者绞

尽脑汁的课题。

和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的包装业发展较慢，也正因如此，

“英雄用武之地。愈显得开阔。，当前包装在国民经济中是薄弱

环节，每年由于包装不善造成的损失高达100亿元。发动大家

都来注意加强包装的管理，改进包装，降低损失，这是一个比较

现实的短期内就能见到效果的提高经济效益的措施。愿我们

的包装设计者在全球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设计

出更多更好的包装，使我国的商品和包装珠连璧合，相得益彰，

取得买椟还珠的效果，请记住一心理上的接受才是真正的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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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87页)

特色的包装设计才能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根源。现代包装设计 鉴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形式，与时代的观念相结合才能被消费

与传统文化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应相互渗透，实现传统文化 者接受。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包装设计，其核心是对待民族传

与现代包装的有机结合，在不断发展的时代中实现文化的传 统文化的态度上，传承和超越才是顺势而合之道。

承，才能有具有本民族特征的现代包装。

4结语

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应立足于透过其形式之实把握其精

神之真，“传承”要求我们更多地去关注了解学习传统文化，将

其内涵化为修养，然后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在对待传统文化问

题的价值取向上，传承是本原，超越是其走向。只有在吸收借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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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刘闻捷.韩枫 浅析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关系 -天中学刊2008,23(5)
    介绍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关系,在处理两者关系时认为两者应该互相结合与促进.设计师应充分吸收两者的精华,做出更好的设计.

2.学位论文 金银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设计艺术理论发展研究 2007
    20世纪70年代木80年代初，中国设计艺术发展的主线上分出了两条支线：一条是对80年代之前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它重视传统文化，重视中国

悠久历史的手工艺制造经验，重视设计与艺术的紧密联系；另一条则是对80年代之前工艺美术的批判甚至是否定，它批判工艺美术代表着农业经济模式

下的手工艺生产，它强调建立立足于现代化工业经济模式之上的现代设计，它积极地向西方工业化强国学习，引进了现代设计的内容与方法，并定名为

“工业设计”，它希望设计能推动国家的工业发展，并促进现代工业文化的形成。这样两条线索的交织发展就构成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设计艺术理

论的主旋律。根据二者所使用的名称及其包含的理念、动机与目标，本文统称为工艺美术与工业设计。      工艺美术的典型理论是“造物的文化论

”，其“文化”是立足于本土、立足于传统、立足于生活的，技术、工艺是它的表现手段，艺术是它的存在形式。工业设计的典型理论是“设计文化论

”(设计事理学)，其“文化”是文化与技术的统一，是“文化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它既具有认识的能力，也具有实践的能力，它主要是一种思维

与观念。      工艺美术是“大艺术”，设计从属于艺术，设计的目标、概念、理论、教育等方面的内容都是以艺术为主的。另一方面，设计(造物艺术

)又是艺术的原点。它追求的是最深层的文化，其主题是“文化”。工业设计是“大设计”，它的文化是宽泛的，它追求的是“文化”背后的、主导整个

人为事物系统的思维力量，其主题是“思维”。它们都在各自的方向直探到底：工艺美术探到艺术之根，“造物的文化论”是艺术与文化的原点；工业

设计探到设计之根，设计事理学是所有设计活动的思维指导。      以设计(Design)的名义，工艺美术与工业设计都强调现代设计观念，反对设计领域

内的“纯美术”思想；它们的研究内容都是以产品为中心，然后扩展到整个设计领域；它们都建立了以“文化”为重点的理论框架，并在90年代末广泛

展开理论体系的学术研究。这些共通之处也显示了中国设计艺术理论发展的主要特征。      80年代之后设计理论的发展脉络大致如下：设计哲学(文化

、本质)——设计概论(理论框架)——设计体系(理论内容)——重点专题。在设计理论发展中，工艺美术与工业设计是并列的两种具有不同侧重点的理论

，它们是设计理论主干上的两条平行分支。此外，在这条主干上，还有横向上的两个层面的理论研究：也即是设计哲学层面上对设计本质、设计体系的

宏观建构：与设计“知识”层面上对设计框架中子体系、子学科的充实与完善。前者着眼于从哲学、历史、社会的大视野去定义设计、规划设计、发展

设计，后者则着眼于在具体的理论范畴、逻辑论证中去解释设计、分析设计、实践设计。80年代的设计理论，其主题主要集中在设计的“文化”意义上

，主要作用在于“思想”的启蒙。90年代，设计理论逐渐形成体系，各种设计(艺术)的“概论”络绎不绝的出版发行，相应的各种设计丛书纷纷出版。

理论研究慢慢向“学术”的方向转变，即在“思想”大致划出的框架中作精细、规范、严谨的“学术”构建。尽管在设计理论研究的大方向上仍然存在

不同的理解，但关于设计概念的内涵、外延及不同理解的区别己不构成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提倡创新、提倡成果转化的大环境下，设计理论如何指

导、应用于具体的实践环节成为了首要的内容。因此，紧贴设计实践的设计心理、设计管理、设计方法等内容就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专题。对于设计而

言，艺术的灵感或许是可遇不可求的，而对设计进行定性化、定量化、程序化、系统化的分析与操作却是可以实现的。这个实现的过程也将是设计真正

成为现代学科的过程。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设计艺术的发展与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与设计艺术理论、教育、学科快速发展相比，设

计艺术实践的发展是缓慢的。在技术与艺术之间，更靠近艺术，或者说更不需要技术(乃至国家的工业体系)支撑的平面、广告等设计门类发展较快，而

最能体现现代设计意义的工业产品设计则是发展最为缓慢的。脱离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脱离了国家的工业制造体系，所谓的创新也就无法真正地影

响、改善现代生活，只能主要是零散的新鲜创意、短暂的流行样式，无法构成知识体系，是难以可持续发展、难以有长远生命力的。      设计艺术理

论发展的困境主要在于理论与实践发展不相称而产生脱节，一方面，设计理论相对于现实显得理想化，难以真正指导设计实践；另一方面，设计实践无

法为理论提供充分的素材。现今设计理论的发展，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哲学原理、科学原理层面上的理论构建；另一方面主要体现为引进国外较成熟的设

计理念、设计方法，结合中国设计实践加以阐发。相对于薄弱制造业基础上的设计实践而言，这些理论无疑都是超前的。      以消耗资源、破坏环境

、廉价密集劳动力为特征的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快走到尽头，以社会整体“和谐”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经济模式必然要取代它。

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设计理论必然是超越设计实践的，而它的历史任务则在于为设计艺术的发展提供奋斗的理想，为设计实践提供目标并在实践中不

断修正设计的发展。当拥有核心技术、自主品牌的制造业渐成规模并在此基础之上产生蓬勃发展的服务业之时，设计理论、设计实践、设计教育之间

，设计院校、设计行业、企业之间也将形成良性的互动。设计理论与设计实践将在相同层次的水平上相互促进，植根于生产、生活的设计实践将为设计

理论提供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而设计理论亦将重新出发，循着生活、艺术不断前进的脚步，去探寻理论的未知之境。

3.期刊论文 李砚祖 设计之道——20世纪中国设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08(3)
    本文初步论述了20世纪中国现代设计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出这一过程是一个从"工艺美术"、"图案"向"现代设计"转化的过程,也是中国设计文化的现

代性过程.

4.期刊论文 周静 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基础课程的回顾与思考 -美术大观2009(6)
    一直以来,在中国艺术设计教育的论坛上,关于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之间,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话题和探讨就一直未停止过,尽管在上

世纪末的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中"工艺美术"被"艺术设计"所取代,

5.期刊论文 朱和平.朱小尧.ZHU He-ping.ZHU Xiao-yao 日本现代设计的发展及特征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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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虽然有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民族传统、设计风格和文化根源,但在美化人们生活的设计领域具有世界领先的地位.设计不仅推动了日本

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解决了其生存环境中一系列客观矛盾.解读日本现代设计崛起的历史过程,考察其设计魅力四射的根源,无疑对有五千年历史的东方

文明古国——中国今天的现代设计有所启迪.

6.期刊论文 孙慧霞 庞薰琹与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 -大众文艺2009(17)
    本文论述了庞熏琹与现代设计起源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当下,重温庞熏琹关于艺术思考的点滴,使我们反思工艺美术的整体性和历史境遇,有助于我们

跳出"现代设计"的陷阱,探寻缘起于中国传统艺术设计的本质.

7.期刊论文 傅继强.黄清华 从"工艺美术"到"艺术设计"看现代设计的发展 -美与时代(下半月)2008(8)
    从工艺美术的产生,到现代艺术设计的形成,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间.这个演变,不是简单的概念转变,而是从生产方式、审美情趣,到服务对象等

各个方面的转变,是历史进步、社会发展的结果.

8.期刊论文 杨林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现代设计中的延续与发展 -艺术界2008(2)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后,虽然失去了原来的主流地位,但它仍然继承了以往的优秀传统,保持着中国工艺造物的一贯美学特征.

9.期刊论文 林彬.Lin Bin 浅析现代设计发展初期的设计运动与服饰流行 -山东纺织经济2009(4)
    设计运动是现代人类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现象,有着鲜明的设计观念和特征.服饰,作为一种融入生活并且客观传达设计理念的媒介,不但负栽着人类

的文化、历史观念和技术成就,也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纽带,而服饰流行是人类社会借助服饰语言,形象地表达设计理念和审美观念的活动.设计运动对

服饰流行有巨大的影响,服饰流行则传递设计信息和促进了设计运动的发展.

10.学位论文 廖前兰 英国工艺美术运动设计思想研究 2008
    本文试图通过探讨英国工艺美术运动设计思想的产生、发展与影响，对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全貌作出一个较为明晰而深刻的阐释，进一步加强人们

对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感性与理性认识，从而正确地评价这场设计史上重要的工艺美术运动。      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是在工业革命这个特定背景下产

生的。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先行者，最早完成工业革命，也最早展示工业革命的成果。      富有意味的是，在英国却最先出现了一场复兴手工艺的运动

——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其产生与当时英国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复古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兴起是密不可分的。      它的哲学基础来源于这样一个主

张：认为工业革命摧毁了整个社会的情感、道德与生活。一些理想的知识分子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相应社会的、道德的、美学的进步，反而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落差：贫民窟的拥挤不堪、工厂环境的恶劣、乡村的死气沉沉，加上到处弥漫的矫饰的维多利亚风，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道德水准

与审美趣味大大下降。      可见，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产生的动机反映在思想的、社会的层面，它的美学价值也是来源于一种信念，即一个时代的艺术

、建筑也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所以，英国工艺美术运动设计思想的出现与当时整个英国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审美思维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英

国工艺美术运动设计思想的形成、发展与转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形成阶段，普金、拉斯金和莫里斯有着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1864年莫

里斯发起的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标志着其设计思想的明确形成。      为了促进手工艺术的发展，在1882年至1888年间先后成立了五个团体：世纪行会、

艺术工作者行会、家庭艺术与工业行会、手工艺行会和英国工艺美术展览协会，它们把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共同促进了设计思想的进一

步发展。随着英国工艺美术运动设计思想影响的日益广泛，查尔斯.阿什比、查尔斯．沃依齐和威廉．里萨比通过自己的作品与理论对英国工艺美术运动

设计思想提出了质疑：毕竟我们是生活在“现代”，我们不应该拒绝机器。应该说，正是他们思想的深刻性，让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设计思想成功转型

：走出“中世纪”，走进“现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英国工艺美术运动走出了现代设计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对英国工艺美术运动

设计思想的评价不仅应该着眼于它与现代设计史的关系，还应该从设计美学与设计哲学的角度去思考。这样，我们才能对英国工艺美术运动设计思想有

更全面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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