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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到观念史
$$$回望中国现代设计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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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设计
珍藏档案# 是沈榆先生两年前完
成的著作$ 这是国内第一本以微
观方式研究现代中国工业设计的
学术专著$ 作者试图以实证的资
料证明中国设计的客观存在 %

!:#9

年 $作者的 !中国现代设计
观念史#出版$我作为这两本书的
策划和责任编辑$ 可以说是见证
了一个坚守学术信仰的中国设计
研究者走过的艰辛及不平凡之路%

如果说!档案#一书是作者在
创办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时 $针
对批量生产的中国工业产品而作
的&考据'的话$那么!观念史#一
书则是一部以反思为特征的深度
研究之作%在!档案#中$我们看到
作者试图将碎片化的中国设计史
料复原(在!观念史#中$我们看到
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新知识
点以及不同的研究方法% 正因为
研究方法的不同才能得出如此有
趣的观点%

在与作者共同工作的过程中
得知$ 上述成果仅仅是其中国现
代设计十年研究计划中的一小部
分% 作者的理想是从更广泛的视
野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设计
史$而且不是停留在描述史料)简
单叙事的层面%作者曾多次表述$

真理不在客观的史料中$ 也不在
研究者的头脑中$ 而在两者的相
遇过程之中% 为此在他周边有一
群研究社会学) 经济学) 技术哲
学)现代思想史)人类学的学者$

未来还将有研究政治学的学者加
入$ 各专业领域的知识将成为未
来中国现代设计史研究的思想武
器和思想资源%

!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在写
作过程中研究许多不同领域的成
果%如$在以中国现代设计史作为
研究主体的同时关注了西方设计
对中国的影响( 在追问莫里斯工
艺美术运动的本质时参看了南京
大学历史系专家的深入研究成
果(在追问德国&理性设计'时查
阅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并由
此找到了经典社会学著作 !新教
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观念史
研究方面$研究了美国洛夫*乔伊

!存在的巨链"""对一个观念的
历史学的研究# 及中国美术学院
曹意强教授等艺术观念史的研究
成果(经济学方面$参考了同济大
学符刚战教授有关宏观经济的研
究成果以及 !毛泽东选集#!陈云
选集#中关于经济的政策性论述(

建筑学方面$ 研究了中国科学院
院士郑士龄教授关于建筑批评的
理论 )译著及由他主编的 !

!:

世
纪中国现代建筑#丛书(在哲学与
技术哲学方面$ 主要查阅了维特

根斯坦!哲学研究#)波普尔!猜想
与反驳#) 库恩 !科学革命的范
术 #)莫兰 !复杂思想 +自觉的科
学# 及中国科学院系统相关专家
写的技术哲学著作和纯技术史文
献% 作者将中国现代设计史料嵌
入到一段真实的历史发展背景中
去研究$ 避免只是简单分析归纳
史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观念
史#是极具突破性的%

当代中国设计高速发展 $扑
面而来的新技术) 新思潮让我们
没有时间和耐心去回眸历史% 热
闹的论坛) 讲座聚焦的还是局限
在技术与操作方法层面的知识$

至于设计的批判实属一个遥远的
彼岸$ 对于中国设计发展的展望
也往往从概念) 技术出发进行预
测$不仅没有能够发现新的知识$

得出的结论还十分幼稚%

相对而言$建筑史)科学史)

技术史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特
别是近年来以海归为核心力量的
研究成果让人振奋$ 教学也形成
了建制$ 建筑批判在中国高校建
筑专业中已是一门必修的课程%

美国科学史学家萨顿的话 &科学
史是沟通旧人文和新技术的桥
梁' 也许能帮助我们认识设计史
研究的意义$ 设计史是沟通 &过
去'与&未来'的桥梁%

建构中国现代设计发展历
史$其目的在于反思)批判$而不
是怀旧% 首先要将近百年伴随着
现代化发展的设计史还原为一段
可触摸的历史$ 要达到这样的目
标还有十分漫长的过程$ 为此作
者设计了研究路径$而!观念史#

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节点%

!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一书
的序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助
理)!装饰# 杂志主编方晓风教授
撰写$他曾建议作者学习人类学)

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方法 %

&解读 '与 &解释 '正是社会学研
究中两个重要的方法% 所谓&解
读'是理清资料)归纳现象$用逻
辑推导出结论$ 其核心是归纳$

所以比较容易得出一些标签式
的关键词和描述(所谓&解释'是
以比较为基础$通过研究对象周
边相关资料$通过构建语境来得
出模型$用于批判和反思% 在中
国设计史的研究中$沈榆教授往
往是两种方法并举$ 同时引入经
济学)技术发展史等相关知识$工
作量无疑呈平方级数增加$ 同时
还增加了风险%

沈榆教授坦言$无论是创办
博物馆还是写作都不是为了怀
旧$而是期待中国设计能够超越
自我走向未来$而对自身发展历
史的梳理则是这种超越的起点%

一如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所言 + 历史发展并非是 &过
去"""现在"""未来 '一种线性
模式$而是三者的互动模式% 换
言之立足现在 $遥望过去 $可以
预测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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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

沈 榆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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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学在上海的传播源

远流长

上海具有海纳百川的历史传统%自晚
清以来$上海开风气之先$成为融汇中外
文明的枢纽% 随着上海的开埠$英国文化
在上海都市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

在文学传播赖以生存的新闻出版方面 $

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创办了一系列著名的
出版印刷机构与报刊$ 如上海最早的出
版机构墨海书馆 ,

#$8%

年 -$第一份中文
综合性刊物 !六合丛谈 #,

#$;9

年 -$第一
份中文报纸 !上海新报 #,

#$<#

年 -$以及
发行时间最长的两大名报

=

即西文的 !字
林西报#,前身是

>$;:

年创刊的 !北华捷
报 #-$中文的 !申报 # ,

>$9!

年 -$对上海
的近代媒体发展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影
响% 特别是其中的!申报#对中国近代翻
译文学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作
为中国近现代文化重镇$ 发达的新闻出
版业为人文荟萃的上海知识分子提供了
广阔的活动舞台$ 有力地促进了外国文
学的译介$ 为中国的新文学成长输送了
丰富的养料 %

!:

世纪上半叶的上海 $集
聚了我国优秀的翻译与编辑群体 $ 以报
刊和图书为媒介$ 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在
此纷纷发表$ 占据了中国翻译出版的半
壁江山% 因此$ 在上海优越的历史条件
下$ 英国文学翻译受益于得天独厚的经
济 )文化环境 $在上海风生水起 $文学作
品的在华译介处于领先地位 $ 是中国翻
译出版英国文学的主要中心 $ 在英国文

学的推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有资料表明$我国近代外国小说的
翻译发轫于英国小说$ 始见于上海的报
刊% 如

>$9!

年
;

月
!>

日至
!8

日的 !申
报#连载了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的!格列
佛游记#中小人国部分的译文$约五千字$

名为!谈瀛小录#(

>$9!

年
;

月
%>

日起分
六期刊登的!乃苏国奇遇#是英国小说家
马里亚特的!听很多故事的把沙#中的!希
腊奴隶的故事#的译文%

>$9%

年
>

月$申
报馆出版的!瀛寰琐记#第三期上发表了
中国近代第一部汉译小说!昕夕闲谈#$共
连载

!<

期$约
%:

万字% 其译者蠡勺居士
的本名考证目前尚有争议%时过百年$经
美国汉学家韩南研究$ 此书原著是英国
作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所作的 !夜与
昼#%

!:::

年
=

韩南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
讲座中公布了这项重要发现 % 以上汉译
文献和英文原著在上海图书馆均有实物
收藏$ 见证了英国文学在上海的早期传

播历史%

上海成为英国文学出版的重镇

!:

世纪上半期的上海$许多期刊不仅
辟出专栏发表译作$还出版了多种翻译专
号或纪念专号)专栏$以英国作家数量居
多%如!创造季刊#,

>7!%

年
7

月
>:

日
>

卷
8

期-的&雪莱纪念号'$!小说月刊#,

>7!8

年
8

月
>:

日
>;

卷
8

期-的 &拜伦专辑 '$

!现代 #,

>7%!

年
>!

月
>

日
!

卷
!

期 -的
&约翰*高尔斯华绥特辑'$!译文#,

>7%9

年
%

月
><

日
>

卷
>

期-的&迭更司特辑'$!新
演剧#,

>7%9

年
<

月
;

日
>

卷
>

期-的&莎
士比亚特辑'等% 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
局)世界书局为代表的上海出版机构在译
介外国文学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据研
究者统计$

>7>>?>787

年我国翻译出版的
英国文学作品有

9%7

种 $ 大多出版于上
海% 如我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十

分重视翻译作品$ 出版了大量文学译作$

著名翻译家林纾的译作主要在商务刊行$

他的!林译小说#丛书两集共
>""

种$其中
英国文学多达

<$

种% 当时的许多文学译
作丛书为中国读者传递了丰富多彩的英
国文学% 以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近代现
代丛书目录总目# 中著名译文丛书为例$

英国文学作品数量居于前茅$如商务印书
馆

>7!$

年
8

月至
>7;"

年
!

月出版的!世
界文学名著丛书#共

>;8

种$其中英国
!$

种(启明书局
>7%>

年
$

月至
>787

年
;

月
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共

9$

种 $其
中英国

!!

种 ( 中华书局
>7%7

年
$

月至
>789

年
>"

月出版的 !世界少年文学丛
书# 共

$

种$ 英国占了
9

种 ( 世界书局
>7%>

年
>"

月至
>7%9

年
%

月出版的 !世
界少年文库#共编号

89

种,缺
9

种-$英国
>%

种% 据国家版本图书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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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 统计$

我国大陆地区在此
%"

年间翻译出版了
89

个国家
!9<

位作家的
>!;"

多部古典
文学作品$ 在上海出版的就有

9>"

种$占
全国的半数以上$其中英国文学仍有较高
的比例%上海的英国文学作品译作出版遍
及小说 )诗歌 )戏剧 )传记 )散文等类型 $

>787

年后的上海多家出版社也推出了众
多从古典到当代的英国文学译作$其中上
海译文出版社是中国规模领先的综合性
翻译出版社$ 所出版的名家名译佳作$享
誉海内外%

英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名家名
作$群星璀璨% 上海在近

>""

多年的历史进
程中$ 兼收并蓄$ 广泛译介英国的文学作
品$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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