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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设计的觉醒》这本书里，田中一光用平实的语言向我们娓娓道说了他这一生设计思考的觉醒
过程田中一光的设计历程可以说是完整契合了战后日本设计的发展历程，个人才能完好结合了时代机
遇，他用近六十年的时间，赋予了“日本平面设计”明确的方向性1950年代中期，田中一光以“手法
可以借鉴，概念决不混搭”的明晰理念，把日本传统造型的基本元素整个重新梳理了一遍，用“纯粹
平面，纯粹二维，纯粹造型”的样式向世人宣告：“新时代的日本设计造型现在诞生了。
198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鼎盛期，针对大众过剩消费带来大量浪费的社会现实，田中一光敏感
地觉察到设计可以介入大众生活发挥社会影响力的作用，从日常角度人手，倡导“资源循环再利用”
，为企业提供了将设计转化为生产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新方法，更从基本观念人手向社会灌输了“合适
就好”的生活方式新理念，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
这种影响力随着“无印良品”企业的不断壮大，继任者原研哉与时代并进的广告更新，其范围还在持
续扩大。
可以说，与那些海报作品相比，由田中一光一手策划和缔造的“无印良品”才是他生最好的代表作，
它实现了他提倡的“设计定要向社会发言”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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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设计教父，无印良品的缔造者田中一光与设计相对三十年的所感。
设计的职能是什么，设计工作如何在社会中发生作用，有怎样的解决的方式？
《设计的觉醒》带我们回到现场，跟着田中一光诙谐优美的文字，以细致敏锐的观察，感受工作与生
活间无处不在的设计意识。
　　日本设计崛起的时代热风、“无印良品”品牌概念的诞生、年轻设计师职业敏感的养成、著名品
牌背后的设计故事⋯⋯停下手中的忙碌回头思考，觉醒的，也许不止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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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中一光，日本设计协会、 AGI( 国际平面设计协会 ) 成员，日本卓有成就的平面设计家，对战后日本
平面设计的发展有很大贡献，在世界平面设计界中，也占有相当的地位。
作为日本现代平面设计史上屈指可数的灵魂人物之一，田中一光推动着日本设计从启蒙走向成熟，并
培养了一批如原研哉、横尾忠则、浅叶克己、松永真、佐藤晃一等当今日本设计界的中坚力量。
田中一光深爱设计这一“幕后的工作”，他耀眼的才华，独具魅力的人格，以及对设计的一生执著，
使他成为一代日本设计师心中的伟大榜样与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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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第一次出国是在1960年。
对于来自贫困时期的日本年轻人来说，当时的美国文化是再耀眼不过了。
从纵横发达的高速公路、蓝天下高耸鲜明的建筑群，到陈列满各式商品的超级市场、自动烘干机、投
入硬币就会滚出商品的自动贩卖机，以及一人份的袋装茶等。
所有这些现在看来司空见惯的东西，那时的我都一一地仔细观察过，并拍下许多的照片。
例如在纽约住宅区的街头被遗弃的崭新家具，以及在大雪的日子里温暖的室内只需穿一件T恤的留影
等，都是些反映现代文明的照片，足以让当时在国内的朋友们感到惊讶。
可是不知不觉地，日本也已经发展成了那样的国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家生活在物质极度丰富的社会中，伴着对消费和舒适的欲望，每天生产出小山一般的垃圾，不断地
填平着城市的港湾。
也许与我的年纪有关吧，如果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启蒙当作是日本设计的第一幕，那么八十年代
和九十年代的洗练就是第二幕，而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则是第三幕。
契诃夫的《三姐妹》虽然是伴着“去莫斯科去莫斯科”的台词落幕的，但莫斯科象征的理想形象已经
消失。
在享受着纽约的摩天大楼和东京的高科技生活的天际线上，我仿佛看不清二十一世纪的轮廓。
我感到，无论是设计，还是消费态度，在二十一世纪都会有很大的转变。
那种认为“永远光滑闪亮的物品才是新的”的美感意识，连同“稍微有细小划痕就退货或丢弃”的消
费观念，在二十一世纪都将面I临巨大的转变。
非必要的改版换代，每季必发的时尚新品，以及在本质上缺乏创新的新商品开发等，总让我觉得其中
的思想已落后于今天的时代。
与快速消费的崭新商品相比，如今的人们已渐渐发觉，品质好寿命长的商品更具有美感。
对于适合自己并陪伴自己度过了一段时间的物品，人们总是会赋予更多的偏爱并从中感到精神层面的
满足。
在古代的日本，有一种叫做“空寂”的美学。
破损的茶碗被用金色的漆修补，而漆本身的美渗入到茶碗中。
’这种以破损后修补而成的茶碗为自豪的观念，蕴含着至深的哲理。
所谓世界只有物质是无法成立的，显示的或许就是这种强烈对比中的自豪。
在平面设计领域内，我们具有作为企业代言人和广告释义者的一面，即被称为艺术指导的这层身份。
但是如果只存在于这样的关系中，现如今是无法打动人心的。
反倒是将个人观点剔除修饰后表达出来，才能获得更多强烈的共鸣。
这种追求精神性的广告与设计，不喜欢添加甜美的调味，而是越来越强烈地具有艺术化与社会化的倾
向。
另一方面，计算机已经实现了对人类动态的实时把握。
从卫星传输到移动电话，各式各样的电波数据在太空中交错往复，数不清的信号在被发射或接收。
如果把这些电波都可视化，恐怕我们头顶的天空就不再是透明的。
二十世纪还是汽车、飞机、电视的时代。
这使我们能够快速地移动，或是坐在一处就能触摸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文明信息。
而这就是现代化。
汽车在破坏着环境，飞机在削弱着不同文化的独立性，而电视则会使蕴含人情味的人类交流逐渐丧失
。
二十一世纪无法回避对上世纪的反省和挽救之责任。
设计也无法脱离“环境的再生”、“消费一使用一丢弃的文明怪圈”以及“人情的复苏”这三重考量
而存在。
当理想的蓝图在近代都市的天际线上慢慢消失，某种怪诞的宗教就开始在人们荒芜的心灵中悄悄潜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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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设计的觉醒》作者田中一光说：二十一世纪无法回避对上世纪的反省和挽救之责任。
设计也无法脱离“环境的再生”、“消费－使用－丢弃的文明怪圈”以及“人情的复苏”这三重考量
而存在。
当理想的蓝图在近代都市的延长线上慢慢消失，某种怪诞的宗教就开始在人们荒芜的心灵中悄悄潜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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