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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纪念中德建交 50 周年，在德国联邦外交部、

德国驻华大使馆的积极支持，以及国家文旅部和教育部

的积极帮助下，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联合德国维特拉设

计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维斯滕罗特基金

会，特别策划并举办“交织的轨迹——德国现代设计

1945-1990”特展。

展览研讨会及开幕式于 2 月下旬在清华大学艺术博

物馆举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德

国驻华大使馆大使傅融，维特拉设计博物馆馆长马特奥·
克里斯（视频），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馆长托马斯·A·
盖斯勒（视频），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群总馆长、展览学术

主持杭间先后致辞，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王岩致

辞并宣布展览开幕。开幕式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

长李哲主持。

展览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为此，清华大学艺

术博物馆为展览特别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美术界、

设计界的方晓风、王辉、吴诗中、连冕、张敢、陈岸瑛、杭

间、周博、周榕、赵健、程文婷共十余位专家学者，针对德

国现代设计延伸出来的诸多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学术研

讨会由杭间主持。

战后时代的德国设计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路径？

这是本次展览希望呈现的关键学术话题。

展览共展出战后德国设计作品 300 余组/件，包括迪

特·拉姆斯、汉斯·古格洛特、鲁德夫·霍恩、玛格丽特·雅

尼等杰出设计师，以及哈勒艺术设计学院、乌尔姆设计学

院、奥芬巴赫设计学院等机构的设计作品，涵盖平面设

计、工业设计、家具设计、照明设计、室内设计，以及时尚、

纺织品和首饰设计等诸多门类。设计是德国工业与文化

建设的重要工具，也是大众延续至今的日常表达方式。

展览力图通过不同功能的设计案例，反映设计与历史、社

会、日常文化等因素紧密交织的景象，探索民主德国和联

邦德国在设计理念与实践领域的差别及相似关系，从而

勾勒出战后德国设计史的全景。

通过展览不难看到，“德国设计”的崛起之路与“德国

制造”的华丽转身，凝聚着理性主义打底的时代必然，也

反映着设计师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德国设计
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路径

20世纪初，得益于德意志制造联盟及包豪斯的诞生，

德国设计获得了世界性的关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德国面临着战后重建的艰巨任务，1949 年之后，德

国设计在边界线两侧演化出不同的发展逻辑：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的设计成为“德国制造”出口行业的推动力，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设计旨在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提供

动力，其产品可为普通民众所消费。

边界线两侧的设计师们并非没有先例可参考，诸如

1907年成立的德意志制造联盟或1919年成立的包豪斯，

都是从过去传承下来的、使他们能有所建树的共同设计

理念。尽管东西德有着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倾向，但

对民众需求的反应是相似的，都注重大规模生产、先进的

产品文化以及现代化住宅。展厅内精挑细选的展品，恰

是这45年特殊时期内东西德双方实际联系的最好体现。

1961 年，20 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柏林墙

的始建，标志着德国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达到顶峰。它

分隔了家庭、亲友和商贸往来，并在之后的几十年加剧了

德国的分化，这种分化在柏林墙两侧不同的设计方法上

也体现得十分明显。

集中式设计机构塑造了东德的设计特点，预制住宅

社区的做法终被采纳以解决住房短缺问题，且全国大规

模工业化实践与社会设计思想相配合。在西德，许多设

计师参与到跨国公司的大型委托项目中，且设计成为企

业文化以及“德国制造”出口品牌的代名词。

尽管如此，东西德双方在20世纪60年代都经历了一

场设计热潮，生产出各式各样色彩明快的、面向未来的产

品（通常是塑料材质），反映了流行文化和太空竞赛时代

的影响。

1973年爆发的国际石油危机使世人认识到自然资源

的有限性问题。与此同时，十年前的社会辩论重新出现，

尖锐的批评声不绝于耳。此时东西德的设计师都在寻找

替代策略应对资源的过剩或短缺。可持续性和亲身参与

成为新的焦点，并由此启发衍生出了“DIY”或所谓“开放

原则”的理念。

由于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从时装、珠宝到家具领域的

各种怪异的（通常也是一次性的）设计对象被创造出来，

以回应个性化需求，克服“过时的功能主义”。在东德，工

业设计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衰落，许多设计师成立

了自己的工作室或设计团体，抑或离开这个国家去寻求

发展。而西德则在工业设计方面保持着引领地位，诸如

青蛙设计这样的公司越来越多地在产品设计领域之外提

供战略咨询服务。这种变化加之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

得设计师职业被重新定义并延续至今。

本展览试图将所有这一切置于同一专业叙事中呈

现，以扩展“德国设计”的当下内涵。

引领
现代设计的发展

德国设计以其独特的美学特征和前瞻性引领现代设

计的发展，其实用性与人性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德国设计重技术、重功能、重品质，强调系统性、逻辑

性和秩序感，强调设计的社会目的，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早在 20 世纪初，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德国设计便

以其极具前瞻的美学理念与足履实地的设计精神声名鹊

起。1907 年，由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和企业家共同发

起的“德意志制造联盟”在慕尼黑成立，其实践目标直指

标准化、规范化、组织化的“优质设计”，主张通过教育提

升和完善设计，为功能主义设计、现代工业设计以及现代

主义设计运动奠基蓄力。1919 年创立的包豪斯学校，在

其短短十余年的设计教育实践中所建构的现代设计理论

与设计教育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1953 年诞生

的乌尔姆设计学院则从真正意义上构建了“系统设计”，

成就了科学化思维与日用化设计的完美融合。

此次展览是国际博物馆专业领域的多方资源共享与

多元文化整合的一大盛事，亦为中德两国在人文领域的

交流互鉴增添了新的范例。本展希望以更加开放和包容

的姿态，为观众呈现德国现代设计的发展路径，为中国的

设计理论、设计实践与设计教育提供参照，进一步将专业

教育实践融入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充分发挥设

计史研究的社会意义与文化价值。据悉，展览将持续至4
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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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近日，“交织的轨迹——德国现代设计1945-1990”
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这是中德设计文化交流一

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展览反映设计与历史、社会、日

常文化等因素紧密交织的景象，勾勒出战后德国设计史

的全景，再次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在了德国制造上。德国

设计向来被人称赞叫好，为什么“德国制造”能成为金字

招牌？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如何扩展德国设

计的当下内涵？本期来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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