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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伟大设计师们的人生与灵魂　　对设计的无限热情　　比起艺术，设计更加趋向于大众化吗？
　　这个年代，很少有不用&ldquo;设计&rdquo;这一词的地方，比如室内装饰设计、聚会设计和网络
设计等领域都要用到。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如果这样下去&ldquo;设计&rdquo;这一词将不再是普通名词，而会以词缀
列入词典。
　　也就是说，随着设计领域的多样化，设计渐渐一般化，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都渗透着&ldquo;设
计&rdquo;。
不出所料，设计重要到了政府出面认证的程度，且与设计毫无关系的人们也开始在自己使用的东西中
关注起了设计。
韩国每年培养出的设计师数量相当于整个欧洲培养出的设计师数量，这一事实再次印证了设计比任何
领域都更加大众化。
在韩国大约培育出3万多名设计师，从数字上看可以说是世界最高水准。
如果加上没有专门学过设计的设计师的话，那就更不用多说了。
　　从这种程度上看，把设计比喻成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空气或水也不过分。
但碰巧的是，有这么多设计师和社会的关注，居然没有对设计本身的讨论。
虽然大众媒体像幽灵一般传播着关于设计的事情，却没有哪位设计师做出了什么样的设计，没有谁界
定什么样的设计是好的，没有谁说出为什么好等具体的事情。
这与梵高、高更等画家，巴赫、莫扎特等音乐家，朴赞郁、金基德等导演在社会中脍炙人口，他们的
名字或作品被接受为普遍教育的现实大不相同，与有关电影或美术、音乐的说明和批评是通过书或电
视节目传播于大众的这一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韩国，围绕着设计展开的讨论都是关于买卖的。
　　关于感动的问题　　是因为设计不是艺术的原因吗？
在这个世界上以艺术家自居的人很多，看似是艺术作品的东西也很多，但是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一样被称誉为伟大艺术的作品并不多，它超越时空去感动了每一个人。
艺术被人们广泛认可的最大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是艺术，而是它可以给人们带来&ldquo;感动&rdquo;。
如果没有感动，人们不会去对与自己没关系的艺术感兴趣。
关键问题是融化在艺术中的价值与价值接受者经历的亲身感动，在价值和感动处在中心的情况下，关
于是艺术与否的问题就会被抛到九霄云外。
从赋予值得感动的价值的角度上看，很难找到区分设计与艺术的理由，因为设计所带来的感动也并不
亚于艺术。
　　很多人把设计看作为资本主义的附庸，把它们的创造性误解为与荣华富贵的交换物，但是为了感
动人心的价值，设计师们付出了自己的整个人生。
在这一点上，设计师们的纯真和献身并不亚于其他艺术家。
除非他们不是这样的设计师。
　　设计的历史或者发展史是以设计师的人生和他们创造的设计所构成的。
就如同不能把好莱坞电影或者韩国电影归类为柯达胶卷公司的产品一样，把设计看成产业产物的看法
也是不对的。
事实上产业没有领导过设计。
　　设计历史中隐藏着的是设计师们的努力与以人生为代价的牺牲，但是如果设计师或者是他们的作
品有妥协于产业或者商业的嫌疑，则几乎没有他们的贡献与作品中隐含的价值。
　　很多人强调设计的大众性，讨论简单的设计、亲切的设计，但事实上，水准越高的作品，它所蕴
含的价值越不会那么容易去读懂。
尽管模样很简单，但是在那深处堆积下来的价值不会那么容易被揭开。
就像电影、音乐和美术需要内涵丰富的作者和读者一样，设计也需要如此的设计师和参观者。
　　就像目前一样，在只能讨论商业价值和作品表面价值的水平上，用确保了大众能够欣赏来作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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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确实是有点遗憾。
对于设计和设计师，我们有必要确保设计的真实性。
通过这些，设计师要努力去实现更深一层的价值，而大众要懂得用更高一层的视角去欣赏设计。
也就是说设计不是设计师和大众之间的商业游戏，而是价值游戏。
当价值成为重心的时候，设计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被社会化，同时大众能得到的快乐也会更多。
为此，需要的是对设计师个人生活和作品的解说。
　　设计师的人生和设计的价值　　本书记载的是为设计献出崇高热情的设计师们的人生。
像笑星一样搞笑的同时对人生做出严肃反省的&ldquo;菲利普&middot;斯塔克&rdquo;，不顾90岁高龄展
示出新鲜活泼的设计的&ldquo;路易吉&middot;克拉尼&rdquo;，用自己不幸的人生换来20世纪服装
的&ldquo;香奈儿&rdquo;，为世界留下了20世纪最出色建筑却因与周围激烈地斗争而留下自杀疑问
的&ldquo;勒&middot;柯布西耶&rdquo;，本为拳击手却突然周游世界学建筑的&ldquo;安藤忠雄&rdquo;
，60岁以后才成为世界级设计师的&ldquo;埃托&middot;索特萨斯&rdquo;和&ldquo;亚历山德
罗&middot;门迪尼&rdquo;。
　　观察他们的人生，就会知道，设计并不只是产业的副产品，还是设计师将整个人生投注于创作而
成的作品。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设计才没有停留在商业成功上，而是感动了很多人。
如果通过他们的人生和作品能感受到他们纯粹的热情，那么设计就不再是商品，而是亲切的朋友。
　　本书主要记叙了世界级设计师们从未被提及的人生故事，剖析了他们的设计中所隐含的价值。
比起客观地去记录哪个设计师什么时候出生，都做过什么事情或者哪个作品什么时候做成，本书讲述
更多的是通过对设计师的诠释去理解他们的人生和作品中的价值，并且在那一过程中形成欣赏设计的
眼光。
即使这可能会受到主观的质疑，也希望大家像跟着导游旅游一样去看这本书。
　　在选择本书中的10位设计师时，我的主观判断确实起了强烈的作用。
不能说这10位设计师代表所有的设计师。
没有被选入的设计师之中也有很多出众的设计师，这10位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只不过他们是在我的设计生涯中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人物。
　　他们引导了我的设计之路，当我陷入困境的时候给过我希望，沉浸在懒惰与自满的时候给过我忠
告。
从未谋面，但是对我来说他们都无比亲切可人。
　　这10位设计师并不是出自于我个人主观爱好来选择的。
对于他们，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在与他们的人生和作品接触的过程中我所感受的喜悦感、挫败感和
尊敬感实在是太强烈了，所以也或多或少萌生了把那种感动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想法。
　　无论如何，从这10位设计师那里得到的感动和灵感成为了我的精神支柱，也使我有总有一天得将
它们公布于众的责任。
现在才能给大家看，心里不免产生紧张、微妙的感觉。
但愿别人也可以感受到我数十年来的这些感动，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对他们言未尽意的歉意。
　　对在这几个月里操尽心思、默默工作的郑旭熙编辑长表示诚挚的谢意。
继第一本书对郑恩美表示加倍的感谢。
对设计给予细心厚爱的李根孔副部长、服装网的黄尚润社长以及一直以来给予鼓励的金珠灿、吕云鸿
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6年5月　　崔京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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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设计·人生——10位世界顶尖设计大师的创意启思录》记叙了10位20世纪伟大的设计师们从未
被人提及的人生故事，探寻他们其独特风格的根源，并且通过对设计师的诠释去理解他们的作品的价
值。

　　这里记载的10位伟大的设计师包括流动曲面设计师路易吉·克拉尼和菲利普·斯塔克，服饰设计
大师可可·香奈儿和乔治·阿玛尼，后现代设计主义先驱埃托·索特萨斯、亚历山德罗·门迪尼和迈
克尔·格雷夫斯，以及勒·柯布西耶、安藤忠雄和三宅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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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把点组合起来，拼出某种图案，不是什么很特别的创意，这跟印刷的原理相似，并且电视机、电
脑的显示器的外壳也利用了这个原理，菲利普&middot;斯塔克只不过是把这个原理放大再应用罢了。
　　如此常见的创意，只有菲利普&middot;斯塔克敢于尝试，并且运用得如此巧妙，大师功力可见一
斑。
从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想宣泄某种情绪的尝试，此部分的处理，使得菲利普&middot;斯塔克的设
计摆脱了苍蝇拍的传统设计思路，一下子突显出来。
原理就是这样，它能将苍蝇身体拍碎的作用也同时得到证明，可添加了人脸这个创意，就会看起来很
奇怪。
在你考虑为什么会有个人脸，或是它能不能拍死苍蝇这个基本功能之前，你已经笑出来了。
看到这个苍蝇拍，大家都会哈哈大笑，它是不是个苍蝇拍，是不是好看等问题就显得不重要了。
就像一个富有幽默感的朋友，一下子闯进了我们的心里。
　　图1-23中的设计也非同一般。
这个又是什么呢？
一下子看不出来，只是有一点，它与人脸非常相似。
再仔细一看，好像是一个人在大喊。
　　其实这是一台收音机。
下面像话筒一样的东西是天线，像嘴一样的那个部位是喇叭，看上去跟眼睛相似的那部分是调频按钮
。
其余的部分都设计在背面，还可以挂在墙上。
当将其挂在墙上时，收音机、人脸形状、挂钩，三者搭配在一起，给人一种绝妙的感受。
　　一般来说，造型设计通常以功能为导向，而菲利普&middot;斯塔克设计的形态则是以象征性为中
心的。
这种造型形态设计方式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经常看到。
像这些同时具有功能性又具备象征意义的设计，能让人一眼看懂，即使你不曾研究过那些令人头痛的
符号意义，也能从中体会到欢愉。
　　菲利普&middot;斯塔克设计作品的特征可不止这几个，在众多特征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其设计具
有的&ldquo;幽默感&rdquo;，可以说幽默感是支撑菲利普&middot;斯塔克设计的支柱。
正如前面所了解的，单是看菲利普&middot;斯塔克作品的外观，就能让人笑出声来，就像他自己的外
形给人的感觉一样。
在他的设计中，不仅没有那种冷漠的感觉，而且也没有对流行时尚的迷恋，并且也不像是老练的、言
语锐利的人那样给人紧张感。
因此他的作品，不论什么人欣赏起来都会感觉非常舒服，并能从中得到愉悦。
菲利普&middot;斯塔克的设计不仅仅停留在幽默这一层面上，它还有更深的寓意，欣赏时应该注意挖
掘其内在的东西，而不是一笑了之。
　　触摸内心深处　　人类只有通过感觉才能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即外部事物若想进入我们的内心
深处，必须通过感觉这条通路。
感觉是连接人的内心和外界的一条重要的绳索、一座沟通的桥梁。
有时感觉这条通道在连接内心与外部世界时会出现一些问题。
首先，眼睛和鼻子等感官所感知到的，只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它们只能传递部分外界信息，有时候
还会歪曲事实。
因此，音乐、美术和设计等外界事物，通过人的眼睛、耳朵，很难如实地反映到人的内心中，感觉往
往容易出现扭曲或偏差。
　　人类的感觉很容易通过外部来调整，只要给其充分的刺激，感觉很容易发生改变。
对于一个没有受过专业美学训练的人，很难把&ldquo;感觉刺激&rdquo;与&ldquo;内心的感动&rdquo;区
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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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常常会把感觉上的刺激误认为是感动。
因此相当多的艺术家或设计师在设计作品时只注重设计给人带来的感官刺激，而不在乎设计是否能够
真正地打动人的内心。
如果只追求商业上的价值，这种感官刺激足够了，没有必要费尽心思地去设计打动人内心的作品。
　　菲利普&middot;斯塔克的设计不会只让人简单地一笑，他的设计并不仅仅停留在感官刺激这一肤
浅层面上，如何打动观赏者的内心才是他始终坚持的方向，他走的这条艺术创作之路比其他设计师走
的道路更加坎坷，更艰辛。
作品幽默不单是指设计出的外观给人的感觉，而是更深层地去打动人的内心。
这个事实只要你稍微用心去思考一下，变了然于心。
那就看看菲利普&middot;斯塔克的作品给了我们怎样的刺激吧。
他的设计并非是通过眼一视觉刺激来完成的。
眼是一条不完全的通道。
它没有任何摩擦，很光滑，可以轻而易举地安抚我们的心灵。
因此他选用幽默来刺激我们这颗喜怒哀乐的心。
　　这可不是偶然取得的成果。
仔细观察一下他的设计，从这些就可以看出，他的设计为了不影响人们的视觉欣赏，是怎么自然地去
表达外部形态。
似有似无的颜色、似曲非曲的线条，这双驾驭色彩与形态的双手是何其的谨慎又理性。
他的设计中，哪个部分都不会刺激视觉。
外观上虽然看似朴素，可又不是真的朴素，不会枯燥，并能使我们会心一笑。
朴素的造型可以被眼睛这一感官彻底、轻易地感知，不能为了打动人的内心，就一味的光塑造形态了
。
他的幽默设计就如同这样，是精确思量后的成果。
　　那他为什么不像别的设计师那样选择一条平坦的路走呢？
他的作品中，即使是设计华丽的作品也会让人眼前一亮。
可他为什么要选择去打通人类这条不完全的通路&mdash;安抚人的内心这条艰难之路呢？
华丽的作品可以毫不困难地俘获人的眼球，可它也存在一个决定性的问题，那就是它不能永久流传。
人的感觉可以被轻易改变，因此也会轻易地出现视觉疲劳。
只瞄准于视觉的设计或是艺术，都不能逃脱短时间内被淘汰的命运。
即使它的设计是更侧重于性能的，也是同样的情况。
性能越出色的设计，它的弊端也就越明显，以产品性能为中心的产品，大多都会走上这样的路。
这种弊端是流行趋势影响所导致的，但因为有永不停歇的生产加工，这一点也就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了
。
　　可就算是同样一件商品，菲利普&middot;斯塔克的设计却完全不会受到时间的影响。
他的设计少说数年，多则数十年之内都会占据最畅销商品的宝座。
比如他1990年设计的柠檬榨汁机Juicy Salif，到现在为止还是在一片好评声中热卖。
他的影响已经波及全世界，这也是他为什么选择这条艰难之路的原因所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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