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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黑客们崇尚分享，所以他们可以从相关社团及网上找到各种编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快速
地完成开发项目。但是，对于设计，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许多设计教学书籍都有着大量的“须知”与“切忌”条目，以期让人能够迅速了解设计
的惯例及规程，但这种表面化、程式化的方式往往无法令喜欢探究事物本质的黑客们满
意。为了让自己的作品精彩出众，他们往往希望追溯到设计的源头，了解设计现象及趋
势的本质。本书采用逆向解析方式，庖丁解牛般剖析了一众经典设计。从文艺复兴时期
的雕塑，到印象派绘画，再到现代的Mac OS X的Aqua界面以及Twitter的页面设计，还原
历史真相，细说风格由来，逐步讲解色彩、排版、比例等设计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大量真切可行的设计**实践。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信心倍增。

本书主要内容：

设计内涵及层次的理解与运用；

媒介与形式对设计的影响；

排版及构图的原则与辨析；

色彩理论及其**应用实践。 

内容简介

《黑客与设计：剖析设计之美的秘密》面向对于视觉艺术及技巧并不熟稔的软件开发人
员，用心拾取艺术史上的众多知名概念及代表作品加以细致解读，并辅以多视角的延展
剖析，以期使读者洞彻与把握现今设计概念和技巧的来源及趋势，从而将之更好地融合
于业务实践中。《黑客与设计：剖析设计之美的秘密》题材广泛，实例丰富，实为一本
不可多得的Web及移动应用设计指南。
《黑客与设计：剖析设计之美的秘密》适合Web及移动应用的开发人员与设计师阅读。

作者简介

David Kadavy，Kadavy公司总裁，兼500 Startups种子基金导师。Kadavy公司提供用户界面
设计咨询服务，客户包括oDesk、PBworks和UserVoice等。早先，David曾领导过两家硅
谷创业公司和一家建筑公司的设计部门，在大学教授过印刷课程。在爱荷华州立大学攻



读平面设计专业美术学士学位期间，他曾在罗马学习古代印刷术。Communication
Arts杂志刊登过他的设计作品，他曾在South by Southwest（SXSW）互动大会上做过演讲
。你可以访问kadavy.net，阅读其关于设计和创业的文章，也可在Twitter上通过关注@kad
avy，或借由david@kadavy.net与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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