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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 ! ! !川久保玲、三宅一生、山本耀司，这批日本设计师
差不多是在 !"#$年代末期才走入国际视野的。而喜
多俊之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为 %&'() *+,,(-(、.(,/()
0)11),&等一众意大利家具商设计产品。以设计师的
身份往返于意大利和日本，开启空中飞人的工作模式
的喜多俊之彼时就已经暴露出“工作狂”的本质。

如果拉一张喜多俊之的设计作品表，沙发、灯具
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些正是意大利工业设计擅长的领

域。这些作品，不少被纽约现代艺术馆、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慕
尼黑现代美术馆等著名艺术机构收藏。

年近耄耋的喜多俊之，如今设计画风突变，笔下圆润的欧式
线条被朴实内敛的日式风格所取代，颇有追根溯源，宣告自己落
叶归根的意味。唯一不变的是他和年轻时一样，仍然是一个不知
疲倦、没有年龄意识，时常会被自己努力工作态度所感动的家伙。
虽然喜多俊之并不愿意透露哪位设计前辈对他的影响最大，

但很多人都知道，当年他曾跟随设计师阿奇莱·卡斯特罗尼
（234(,,+ 0&56(7,()-(）在 8,)5灯饰公司工作。这个爱开玩笑、富有
童心，用色大胆，擅长浪漫卡通造型，“用设计带给人们欢乐”的意
大利老头，一直扮演着他的精神导师。无论是其理念还是作品风
格，卡斯特罗尼的一切“无孔不入”影响着喜多俊之的设计。
喜多俊之最爱的得意之作“猿山沙发”（.&'9:&;&），正是在意

大利完成的项目。顾名思义，这张沙发看上去就像
是迪斯尼卡通片中的猿猴聚居的乐园。独特的造
型能让人从任何角度攀爬到沙发上去，舒舒服服
窝在里面，安然做一个“沙发土豆”。喜多俊之的另
一件名作是拥有形似米老鼠的标志性大耳朵的
<(-=椅子。这套可以调节椅背和支撑点的沙发椅
一举打破了单人沙发传统的沉闷造型，在 !">?

年被纽约现代美术馆列为永久收藏，迄今仍在生
产。喜多俊之也在自己的家里也放了一把，用他的
话来说描述，沙发很舒服，家人包括他家的宠物狗
在内，每天都会在上面呆上一会儿。

欢快的笔触让喜多俊之在欧洲站稳了脚跟。
随着日本设计的崛起，他所接手的本土设计委托
逐渐增多。在欧洲屡试不爽的快乐设计，又成为他
迅速打开日本市场的万能钥匙。上世纪 "$年代，
日本正式进入老龄社会，喜多俊之受三菱之邀设
计一款助老机器人。为了体会独居老人的生活，喜
多俊之时不时前往养老院，与老人攀谈、拉家常。
“老年人接受外界新事物渠道很少，行动缓慢，不
便外出。最重要的是在心理上给老人安抚。”为了
勾勒机器人的脸部表情，喜多俊之苦思冥想，画了
无数张草图，终于找到了一种介于忧伤与快乐之
间的脸部线条。“要让老人家觉得与机器人感情共
通很重要。开心时注视机器人，觉得机器人分享他们的快乐，伤心
时，机器人跟他们同样悲伤。”@$$@年，会不时对老人嘘寒问暖，
提醒老人吃饭吃药，为老人读报纸、上网找信息、打电话、看家的
机器人丸若（<&=&;&'9），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虽然丸若不久
之后便停产了，但并不影响它就被 %)%2列为永久藏品。
事实上，喜多俊之的成功还在于他获得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特权———不是每个工业设计师都能把自己名字刻在产品上，即便
是苹果明星产品麦金托什的工程师们，也只是在机箱内壳签下名
而已。但是喜多俊之让自己的英文签名“ABC(6&”在夏普 2DEF.

液晶电视背后刻了 "年。
然而，用商品是否能畅销来评判一个设计师职业生涯的成败

似乎又过于武断。喜多俊之在曾被视为夏普液晶电视事业的希
望，但他捉刀设计的 0!销量并没有达到预期。这台过于标新立
异的机器看起来更像个造型怪异的显示器：过高的弧形支架，还
有两个像鼓起来的腮帮子一样的扬声器。日本媒体评论这个设计
“稍显暧昧，市场难以接受”。而之后，由他捉刀的概念机型 095!

6);，俨然是一个机器人的头部，喜多俊之还动用了木材、皮革等
一系列自然材料。因为设计太过大胆前卫，0956);也没有在市场
上获得足够的响应。

现在看来，为夏普设计电视机对喜多俊之而言，不啻为一场
职业生涯的“豪赌”。短兵相接的市场上，销量的跌宕起伏时刻挑
动着厂家和设计师敏感的神经。最终，由于双方出现了对产品设

计的理解分歧，在 @G?H年 I月，喜多俊之黯然结束了和夏普的合
作。其实，这种分歧是很多大公司和有名望的产品设计师合作破
裂的最主要原因。

这次亮相 J);(展览，更像是喜多俊之在折戟后的一次自我
审视，回归他所根植的东方传统。无关销量和金钱，也没有取悦市
场的必要，安静地表达自己的感悟，人们倏然看到了一个洗尽铅
华后的耄耋设计大师。

设计师应该驻扎设计之都
新民晚报!很多人这样评价你的设计!幽默"有趣!富有卡通

意味!这是你一以贯之设计原则吗#

喜多俊之!一方面，幽默童趣的造型的确能带给人们快乐，但
这只是设计师追求的一部分。从更深一层来说，人类与生俱来的
“五感”以及与事物的平衡对于创造很重要。了解过去人们的生活
智慧、与自然的平衡感，是作为通向未来之路至关重要的。

新民晚报!至今你还在不断推出新的设计作品!如果听到自

己作品被认为过气!或是市场销量不佳!你会作何感想#

喜多俊之!我会很紧张，会反思自己，是不是自己在设计时信
息搜集得不够。
设计是什么？消费者喜欢就能卖掉，不喜欢就卖不掉。所以为

了能卖掉产品，生产、销售、经营方会在一起讨论设计。设计师也
要理解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战略。一个商品的设
计是市场营销的核心，一定要和最高经营责任
者一起商谈，如果做不到这种交流，就会出现问
题。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过气这样的事
情，设计产品的市场销量不佳通常是设计太过前
卫引起的。你所提到的也是一个问题，工业设计
就是要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跟上社会的潮流，设
计师必须敏感捕捉潮流信息。比如十几年前，人
们喜欢颜色鲜艳的设计，而现在的人又偏好自然
色和沉静的颜色。要说如何让自己保持对潮流的
敏感，我的经验是让自己处在设计中心。以前是
在米兰，现在我要多花一些时间留驻上海。

新民晚报! 你如何看待上海作为国际设计

之都的地位#

喜多俊之! 中国已经迎来了设计高速发展
期，本土设计师很多走上了国际舞台，这和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很相像。上海不断吸引着各
国的设计创意人才。上海所爆发出的那种设计活
力和发展潜质，和上世纪 K$年代的米兰如出一
辙。现在上海的总体设计水准，已经超过了伦敦
和纽约的布鲁克林。同时，我在上海看到每个人
都很努力地工作，这种生活态度让我很感动，也

因为感同身受而受到莫大的鼓舞。
新民晚报! 这次在 !"#$展览上推出的东方茶室和相关家

具!一反当初你所擅长的$最欧洲%设计风格!被一些评论家解读

为一种落叶归根式的回归& 你自己的真实想法是怎么样的#

喜多俊之!其实，设计这个茶室是发自我内心，自然而然的事
情。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在大阪、米兰、上海三地往返，在比较过程
中，我发现其实无论是东方的城市还是欧洲设计重镇，很多东西
都是相通的。日本一直都希望吸收很多外国文化。一千年前，中国
是日本的老师。现在日本是向世界学习。我是喜欢自然，但是东西
方的自然也不一样，比如日本就有很多树，而欧洲是有很多石头。
意大利和日本，两个国家语言不同，吃的东西也不同。在设计上，
日本设计师追求的是与使用者在“精神”上产生共鸣，意大利的魅
力则在于设计师精通与用户交流的感觉，看似有区别，但实质上
是异曲同工的。

新民晚报!除了设计师本职工作之外!你还担纲了一些学校的

设计教学工作& 你希望你的学生用什么方式去学习设计这门课程#

喜多俊之!我想让他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因此，我也经常鼓
励他们像我年轻时一样出去旅行。另外，和人交流是很重要的事。
不要一味考虑设计，也要考虑生产。要成为设计师，我会说，请按
照自己喜欢的日常生活方式生活下去，否则你做不出好的设计。
设计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你自己不快乐的话，也就无法为别人
带来快乐。最重要的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上真诚地考虑问题。

喜多俊之：回归东方传统今年 ! 月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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