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sign 设计, 2024, 9(3), 420-424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3335    

文章引用: 王星舒. 论托马斯·马尔多纳多“设计就是科学技术, 与艺术无关”观点提出的背景[J]. 设计, 2024, 9(3): 
420-424. DOI: 10.12677/design.2024.93335 

 
 

论托马斯·马尔多纳多“设计就是科学技术，

与艺术无关”观点提出的背景 

王星舒 

曲阜师范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山东 曲阜 
 
收稿日期：2024年4月16日；录用日期：2024年6月7日；发布日期：2024年6月14日 

 
 

 
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联邦德国的设计发展历程中，乌尔姆设计学院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标志。其第三

任校长托马斯·马尔多纳多所提出的“设计就是科学技术，与艺术无关”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并不适合

现在的设计发展，片面地将设计归于科学技术而忽视了艺术基础的培养。但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的

德国，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德国国内扎实的工业基础和创新为导向的政策，以及国内动荡的经历，

学生与知识分子的团结引发了60年代的德国学生运动，使得高校对于社会和政治议题处于一个开放的态

度。德国本国的特殊历史文化以及之后任职于乌尔姆设计学院，这些综合因素都是托马斯·马尔多纳多

这一设计思想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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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the design developm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3335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3335
https://www.hanspub.org/


王星舒 
 

 

DOI: 10.12677/design.2024.93335 421 设计 
 

Ulm Design Institute was an indispensible symbol. The viewpoint proposed by its third president, 
Thomas Maldonado, that “design i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t art”, is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o-
day’s design development. It unilaterally attributes desig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glecting 
the cultivation of artistic foundations. However, in German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he post-war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Germany’s solid industrial foundation and innovation-oriented 
policies, as well as domestic turmoil and the solidarity between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s, led to 
the German student movement in the 1960s, making universities adopt an open attitude towards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The uniqu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Germany, as well as Thomas Maldo-
nado’s later appointment to the Ulm Design Institute, were all comprehensive factors that contri-
buted to the formulation of this design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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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战后的德意志 

1945 年 8 月德国投降，标志着欧洲战场的结束，整个欧洲的经济社会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特别

是轴心国德国，其首都柏林成为了一片废墟，基础设施彻底瘫痪。曾有人说过要清理所有废墟都要花几

十年，而且国家分裂为东德和西德成为东西方阵营对抗的前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工业产值占世界的 13.2%，排名第三，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加持之下德国

迅速发展。但是随着纳粹势力的不断消亡德国的经济，工业水平迅速下降，在投降前夕德国柏林甚至没

有了供民众正常生活的基础设施。虽然在马歇尔计划结束的时候，德国经济有所恢复，但是与法国，英

国，意大利仍有着差距。但是德国的经济奇迹仍然在延续，特别是技术创新这一政策使德国经济在这一时

期持续增长，制造业保持了强大的工业制造业基础，使德国的制造业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在国际上享有

盛誉。 

2. 战后美国对欧洲多方面的影响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

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计划于 1947 年 7 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 4 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

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

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 131.5 亿美元，其中 90%是赠予，10%为贷款。在出于政治原因的经济援助中，

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工业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德国。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工业，农

业在世界上处于了领先地位。在自由市场的环境中，在经济发达的支撑下，美国的设计得到了更大的发

展，国际主义风格也正是在马歇尔计划之后，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达到了顶峰，同时美国为了给自己

的商品和资本寻找新的出路，马歇尔计划恰好成为美国的各方面设计产品开拓了新的市场。 
在欧洲战后重建中，美国的设计理念和技术为欧洲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发。美国文化也开

始向欧洲以及全球其他地区输出，包括电影、音乐、时尚和设计等。现代主义设计风格和生活方式对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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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设计师和消费者产生了影响并推动了欧洲设计领域的变革和创新，重实用性、功能性和生产效率的设

计理念开始根植于欧洲的设计标准之中[1]。从而欧洲的设计师开始借鉴美国的工业设计方法和标准，提

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以上这些因素共同基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美国的广告、市场营销和产品设计理念改变了欧洲人的消费习惯和审美观念，推动了欧洲设计产业

的发展和市场化。苏联外交官莫洛托夫曾一语道破美国的阴谋，并拒绝了参与这一计划，也同时意味着

使得美国思想在欧洲传播减少了一个强力的对手。 
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全面推进，其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显而易见。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家的上层

建筑，而设计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也是国家思想和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表现。也就在马歇尔计划的

帮助之下，美国国际主义风格席卷欧洲，战后美国国际主义风格在战后成为一种垄断性的风格。也就在

此时英国，法国，意大利都已经完成复兴，就在计划结束时，德国也只是恢复到战前水平，同时受到美

国设计思想的冲击，而国际主义这一风格与德国包豪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却回过头反制德国甚

至西欧的设计发展，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托马斯·马尔多纳多的思想更像是为了破除封锁，为德国设计

发展谋方向，一种激进的观点。 

3. 德国历史文化的潜移默化 

托马斯·马尔多纳多提出的“设计就是科学技术，与艺术无关”，与德国那拥有“极端”落差的历

史极为相似。从奥托大帝打败马扎尔建立德国，接下来便是萨利安家族对于德国皇帝的挑唆，从而引起

主教叙任之争。结果就是海因里希四世的卡诺莎之行使得德国皇权臣服在教权之下。后来马丁·路德的

宗教改革横扫德意志北部，成为人文觉醒的标志之时。德国被法国击败签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在近代普鲁士崛起，弗里德西二世在奥地利，法国，俄国，瑞典的夹击下赢得战争。但却又在之后

被拿破仑击败将德国分裂。同时德国年轻人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通过小德意志方案，在铁血宰相俾

斯麦的主持下击败法国，德意志建立。却又在一战之后被《凡尔赛合约》的限制下成为了二流国家，但

却在 20 年间再次崛起发动了罪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之后再次被分裂且成为大国的政治博弈的平台，

但却在 20 多年间实现经济奇迹且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完成统一。所以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德国在各方面

的每一次历史转折点中都体现了一种坚决和果断。托马斯的“设计是科学技术，与艺术无关”体现出了

他对处在岔路口的德国设计的一个坚定立场，同时体现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大的责任感。在他的教育

之下，乌尔姆成为一个阵地，体现了对于科教立国的一个思想倾向。 
这一观点同时立足于德国良好的工业基础，在现代主义运动中建立的德意志工业同盟就已经明确主

张艺术工业和手工艺的合作。，同时主张功能主义，承认并且接受工业，还有与工业相关的现代工业。

在此之后的包豪斯学院在手工业、陶器、印刷、织物、装帧、石雕、木雕、玻璃、壁画、金工等方面都

体现了科技在德国设计发展中的地位。所以托马斯·马尔多纳多的主张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德国工业基

础和传统上的设计，将设计作为科技的一个随从。 

4. 受时代和科技发展影响的思想方针 

在现代设计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设计的发展中，对于科技和艺术的观点是一个循环的争论过程。而

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主题就是平衡，但是从来没有因为倾向一边而彻底否定另一方的时候。其中工艺美

术运动的初衷最主要的便是对于过于注重工业，而导致的形式上的丑陋，正因为他抵制机械化的生产，

逆工业化的潮流，使得他无法成为一个主流的思想，因此托马斯·马尔多纳多这一思想是对设计一个方

面的偏激的启示，但同时也使得和工艺美术运动一样无法成为主流。在之后的新艺术运动之中，也表现

出对于设计形式的各种探索，但是对于科学技术处于相对中立的态度，这也正是新艺术运动涉及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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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时间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从新艺术运动开始，科技在设计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地增加。因此，托

马斯的这一观点在设计发展中的另外一个值得推敲的地方便是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对于设计的独立以及对

社会的责任感的进一步强化。 
在现代设计运动的框架之中，设计越来越受到科技的进步而调整，同时受到多个学科的影响。而托

马斯·马尔多纳多认为“设计就是科学技术”这一点，对于设计的理性发展有着很大的推进作用。现代

设计中，例如雷蒙德·罗维改良的打印机，贝尔的电话，沃尔特·提格的班腾照相机。这几位现代设计

的大师，他们的设计也全都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设计的科学技术含量也不断上升，

现在的设计与社会的发展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之后的后现代主义运动中，我们也还是可以看出。不管

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如何反现代，但是始终离不开现代主义的框架。因此托马斯·马尔多纳多这一思想最

大的一个问题是，将科学技术在设计中过大地放大，使得艺术与其的比例完全失衡。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感性是我们的一个天性，通过不断的学习生活的经历，让我们不断地拥有理

性的感知。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直有着爱美的情绪，对于美有着本能的追求。因此将源自艺术的设

计彻底沦为科学技术，将对美的感性片面的否定。 

5. 乌尔姆设计学院时期的社会重建和社会责任感 

乌尔姆设计学院于 1953 年建立，由 1955 年正式招生。它在战后德国的设计和设计教育史上有着浓

墨淡彩的一笔也是托马斯·马尔多纳多在位期间学院成熟，但也是因为他的主张使得学院一直处在内部

的争执当中，使得联邦政府停止了对其的财政补贴并于 1968 年关闭。虽然它仅仅存在了 15 年，但是它

却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不仅仅是影响了在家庭的电器和生活中。而是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例如学校，办公室，交通等[2]。 
学院正式开始招生办学，就将学生的设计实践占到了一半。在学习设计技能的同时，还要不断的学

习新的科学知识，学习能够适应未来工业发展的设计手段和方法。在教学的思路中，认为学生在学校不

仅仅是设计知识的学习，同时还要求加强对社会的理解，社会责任感的加强[3]。同时要求学生的社会和

文化的批判意识，同时追求新技术也成为了学院的办学理念之一。在乌尔姆第一任校长马克思·比尔辞

职的时候，学院还是处于一个不稳定的阶段，教学结构和课程设置一直有所争论。马克思·比尔也是因

为不能及时适应学校的转变而辞职，他与托马斯·马尔多纳多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冲突的[4]。 
乌尔姆设计学院在成立之初由马克思·比尔担任校长，学院总体上是对设计教育和设计行业进行的

一次冲击，体现了以社会责任为目的的一个设计，以解决问题为核心，创新了设计教育的模式，但同时

也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在托马斯·马尔多纳多担任校长期间，使得乌尔姆形成了完整成熟的教学以及

设计体系。也是就是所谓的“乌尔姆模式”且在这个模式下完成了设计的一个综合。 
托马斯·马尔多纳多对于科学技术的推崇，以及对于实用教育的改革是自包豪斯之后对科学技术的

再一次强调。同时也是因为在他所提出的科学化的基础上，使得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之间得到了更

加紧密的集合。 
在回顾战后世界的发展趋势，科学技术得到更多国家的重视，众多国家将科学技术作为国家发展的

国策。在二战后市场的发展中，单纯的设计也已经无法独善其身，必须与高速发展的时代相结合。社会

学，心理学，哲学，机械原理，材料学，人体工程等一些列学科不断的渗入到设计领域使得设计的综合

性越来越提高。托马斯·马尔多纳多在乌尔姆的课程设计中也是将这些学科融入到教学之中，也正是他

对科学性的追随使得学生的理性思维得到了不断加强。在对与经济紧密挂钩的企业设计中体现的更为明

显，企业性格，工业性格，批量生产更为突出。也就是在乌尔姆体系之下，设计程序的科学化，系统化

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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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的设计传统来看，将设计的社会作用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设计作为建设社会的一个工具。

对于设计师这一个主题来说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极为重要[5]。此时的联邦德国处在一个经济发展的关键

时刻，我们从近代德国的崛起不难看出，科技是他发展起来的关键。德国的统一和经济增长都以科技为

基础。美国思想，商品，都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中打进了德国市场，而美国在战后的科学技术也迅速发

展。为美国的设计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就在这个背景之下，托马斯·马尔多纳多“设计就是科学

技术，与艺术无关”的思想看似激进却是当时德国发展的一个坚定方向。邓小平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所以放在任何一个即将发展崛起的国家，各行业的科学技术都是不容忽视。所以托马斯·马

尔多纳多这一观点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这也与德国“极端”的历史风格不谋而合，同时这也是一针

强心剂是对也是对于设计与科技结合的坚定方向[6]。 

6. 对艺术性和个性的影响 

托马斯·马尔多纳多在设计科学化思想上达到了一种极高的共鸣。但对于一个方向的过度追随也导

致其他影响，在其担任校长期间的确是使得乌尔姆变得成熟，也是在这期间形成的乌尔姆模式。但是对

于艺术与学生个性造成了一种毁灭性的冲击。 
在托马斯·马尔多纳多的领导下，乌尔姆成为了聚集德国最有才华的设计师的中心，全面影响了整

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可以说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消磨了人们的个性与艺术性。但是也让德国的设计和设计

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统一的改革和发展。在摈弃艺术的过程中使得科技在设计中纯粹性越发的提高，

虽然使得设计接受科技的速度提高，但同时也加强了内部的矛盾。 
乌尔姆设计学院之所有辉煌且短暂，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极端的思想没有解决。使得学校在发展中

一直处在争论的状态。同时对个性与艺术的一种打压使得设计的创作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同质化的现象。

在长远的发展中会阻碍设计的创新。 

7. 小结 

托马斯·马尔多纳多的主张“设计就是科学技术，与艺术无关”在今天看来这是较为极端的一个主

张，但是我们回看战后的德国，世界经济形式，以及科技快速发展。但是在战后世界经济和市场的高速

发展，以及德国崛起之路上所需要的支持来说，托马斯·马尔多纳多的这一激进的观点更像是一剂猛

药，刺激了设计对其他科目的吸收，以及发展中不断综合的趋势。即使发展到了今天，科学技术仍是我

们所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我们设计所用的材料，软件，机器等都是科技发展的红利。但同时我们也应注

重人们生活的多样性，多彩性，丰富性。所以个性与艺术性同样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特点，以此来解决

人们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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