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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发想无设计》内容介绍：设计的灵感源泉来掌于商品或制造者本身的内涵。
无论是商品开发者、市场开发者还是经营者，有很多人虽然知道设计的重要性却因为不知道究竟什么
才是好的设计而烦恼。
如果仅仅追求外观的美丽是无法作出能够与消费者产生共呜的设计的。
那么，怎样才能既反映出设计者的理念又能够抓住顾客的心呢。
【把美丽隐藏在设计中的法则】—
—这就是作者对于设计的思考。
 《不发想无设计》的作者是木全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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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木全贤，生于1959年，自1985年进入夏普株式会社设计总部以来，一直活跃在设计领域。
曾获得“第八届国际设计大赛大阪内阁总理大臣奖”“good
design设计部门大奖”。
现在作为设计顾问独立活动，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设计研讨会。
曾出版《设计背后的美感法则》《畅销产品的设计法则》(日本能率协会管理中心)等书籍。
合著有《中小企业的设计战略》。
现担任桑泽设计研究所的兼任讲师，是普桑公认的思维图法项目伙伴，财团法人东京都中小企业振兴
公社城南支社“畅销商品开发道场”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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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x工业革命以前，生产者和使用者直接面对面交流意见，进行生产。
这就沟通了生产者和使用者的意图，融合了脑的作业和手的作业，弥合了基本形和装饰之间的界限。
　　工业革命以后，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那种不幸、不健全的关系，使得手的作业和脑的作业被分离
，制造者意图和颜色、形状等也变得支离破碎，因此只能看到“以利益为优先”的制造者意图。
　　人们说“不懂设计”、“无法评价设计”，正是反映了这个事实。
　　在第一章笔者曾说过“没人实际体会到设计的好处”其实不是那样的，人们只要得到一点点提示
，就能够直观感知自然之美和商品之美。
尽管如此，工业革命之后，使用者变得只能说“对设计一无所知”。
　　尽管如此，我们也无法回到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不管社会怎样变，都还是得生产商品。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真诚的听取最终使用者的意见，只要是事先能想到的事情，要在规定的时间
里不停地思考，制定出“执行前的计划”，并把它反映在“设计”上。
　　在中小制造企业导入设计性发想时，前面提到的枫冈社长案例就很具有启发性。
　　枫冈社长正是在没有销售额的那几年艰难时期，不断努力将弹簧魅力发挥到最大的。
　　日常的美只有被感觉敏锐的人发现了才会实现传达。
在这个不幸的时代里，生产者能做的是坚定地带着制作者意图，在被各种各样的人看到、发现之前，
不间断的致力于颜色和形状都极具魅力的商品生产，不断的传达信息。
　　也许会经历五年或者十年，即使那样也决不放弃，绝不悲观，只要踏实地传达，一定会被人发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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