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胜井三雄是日本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设
计大师之一!他早在 "#$%年刚刚走出大学
校门时就预言：“将来的设计师可以不用笔
来画设计”。&'年后，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

()世纪 %)年代，*+苹果电脑公司特意把
他请到美国，共同探讨用电脑进行设计。

胜井三雄致力于与计算机技术的结
合，创作出一批色彩强烈，个人风格突出
的作品，充分利用了电子技术并有
机地渗透到他的设计表现之中，借
助形态，图象构成以及蒙太奇加工
等特有手段，使时间和空间上本来
相互无缘的要素彼此交锋，由此产
生新的时间和空间。评论圈认为，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关键在于
他能根据时代的变迁，及时地变更
自己的设计思维、立场和手段。
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设计师

是否会面临被技术统治的尴尬境
地？以下是胜井先生的回答。

瑶! 先生是设计界的技术先

锋!您觉得将来技术在设计中的作

用会否无限制地放大"

胜井!电脑的发明和人本身分
不开。虽然今日世界科技已经非常
强势，但能令技术呈现出打动人的
效果部分的还是使用者的情感植
入。手工也永远有其不可替代的魅
力，比如手写的字迹。如果一味重
复地使用技术手段，只会让作品变
得机械。目前要追求的突破是，如
何让电脑更接近人的表现。

瑶!设计受商业驱动!当设计受到客户#

大众审美的牵制时!设计师会如何面对"

胜井!商业的目的也是要打动人。如
何能打动人心，必须要有美感。因此，设计
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沟通的方法，是人
和人沟通的工具。好的设计师能完美沟通
商业与人心。

瑶!中国和日本都是有悠久的东方审

美传统的国家!您如何看待传统在设计中

的应用和传承"

胜井!传统不是用来原封不动地保存
的。如果传统只是作为一种里程碑，也就
如同死了一样。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才
能确立新的传统。传统的价值在于其能被
应用于另一件事物上，并转化成一种新的

东西。
瑶! 听说您这次来上海去了

!"#$!印象如何"

胜井!非常震撼，当看到 "#&&

这样的建筑被发现了，并且被使用
了。我 "))!赞成将这样的建筑原
封不动地保留和运用。从某种意义
上讲，我们很难再建造出这样令人
感动的建筑，不是因为技术问题，
而是建筑能带给进入的人的一种
直指人心的感悟。有历史的建筑会
让人有创作的欲望。
当我看见那些不加修饰的外墙

时，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素颜的美。
瑶!近年来!日本的设计圈有

改变吗"

胜井!如同刚才我们谈到的建
筑和人的关系，好的建筑能让人有
冲动和感动。之前，日本的设计也
比较商业化，现在则更关注人的本
身。设计不光是造型问题，更要关
注人类生活，不能纠结于过去，除
了解决当下的问题外，更要将目光

看远，探讨未来的生活。
设计的原点是要考虑未来的东西，这

也是设计师个人的原点所在。
瑶!所以设计必须解决社会问题$

胜井!对。
瑶!您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胜井!兆。我的设计要预示未来，引导
未来。

! ! ! !上海照相机的设计史可追溯至建国前的
“仙乐”，但真正走向工业化还是在建国十周
年之际，照相机被作为上海工业的一项重要
“献礼产品”提上开发日程。

"#$,年 #月，上海照相机试制小组成
立。钟表眼镜公司组织试制班子，组长是公司
副经理白非，成员有游开柔、乐秀山、戴有铭、
吴高峰等 -人。冠龙照相机器材商店经理乐
秀山原从事相机修理工作 ()多年，经验丰
富，并懂得车、钳、刨等金属加工技术。他带领
戴有铭等人逐只解剖样机零件，反向测绘图
纸，并利用简陋的车床，采用手工敲打、锉磨
加工一只只零件，包括技术难度最高的快门，
完成了与原联邦德国莱卡 &.型相机近似的
机身。光学镜头由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设计，吴良才眼镜商店的吴高峰等人负责加
工。"#$%年 "月，第一架国产上海牌 $%/"型
照相机试制成功。""月，全国首家照相机专
业生产厂———上海照相机厂正式成立。上海
$%/"型共出产 "())多架，其中大多数小零
件均为手动打磨。"#$#年，在 $%/"型基础上
改进的上海 $%/(型照相机投放市场，将测距
器和取景器合为一个，首批 $))架送往北京
作为国庆献礼产品。

$%/"型和 $%/(型都是平视取景相机，
同期诞生的还有另外两种机型。一种是 $%/&

型折叠式相机（仿原联邦德国爱克发 01234554

型），后续机型包括 ()"型、()(型、()&型等。
另一种是 $%/6型双镜头反光相机（仿原联邦
德国禄莱）。后者产量仅 ""台，最不引人注
目，但为日后大受欢迎的 6型相机的设计奠
定了技术基础。

$)年代的相机设计体现了上海一代技
术人员和产业工人的奋斗精神。-)年代初，
上海照相机产业通过累积工业化生产的经
验，开始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产品设计思路。
第一，在保证质量稳定的前提下注重降

低成本。以 "#-,年的海鸥 6.型为例，该机型
在之前 67型的基础上简化了卷片机构，卷
片扳手也改为塑料旋钮，由此成为质量最稳
定、价格最平民的 6型相机，累计生产 "(,万
台，培养了一代摄影爱好者。
第二，仿制对象从西欧高级机型转向日

式中级机型。"#-)年诞生的上海 ,型平视取
景相机和 -)"型单镜头相机均仿制日本美能
达 89型，造型风格由此产生变化。机身左右
边缘莱卡式的圆弧形态变为了八角形制，降
低了加工难度和制作成本。这是国产相机设
计的一个重要转折，即便是后来“文革”时期
倾国之力研制的红旗 ()型（仿莱卡 :型），
依然保持了这种棱角分明的造型特点。
第三，品牌元素设计具有精美的识别特

征。“上海”牌的字体设计、“海鸥”牌的标识设
计以及特殊机型上具有时代风格的“为人民
服务”的镌刻都令收藏爱好者津津乐道。
第四，在技术仿制的基础上开始走向少

量的自主设计。"#-%年的海鸥 $)"型单镜头
相机即为一例。该机型机身厚实，镜头粗圆，
全金属材质，顶盖刻有“为人民服务”的语录，
没有明显的造型借鉴痕迹，具有比较朴实的
设计特征。
为面向出口，上海照相机的品牌在六十

年代中期更名为“海鸥”，由此展开了一段辉
煌的发展历程，成为国产照相机工业的龙头。
6型和 ;<型系列分别是我国历史上产量最
高的双镜头和单镜头相机，因此被称为“国民
相机”。由于“上海制造”的设计图纸输出全
国，各地的翻版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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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之都

“国民相机”
朴实而精美

◆ 张磊

技术日新月异 人心无可取代

对话日本平面设计大师胜井三雄
◆ 本报记者 吴南瑶/文 陈嵘／图片提供

当我请先生签名时，先生
身边的学生、上海视觉设计学
院陈嵘老师立刻递上了两支不
同颜色的水笔：“这是老师最近
的风格”。

4月 30日，出现在“发现
上海”上海亚洲平面设计双年
展上的胜井三雄无疑是众多明
星嘉宾中尤其受人尊敬的一
位。作为日本视觉设计的棋手，
胜井先生被称为利用印刷术、
电脑等技术手段进行平面设计
表现的日本第一人。“传统若变
成里程碑就和死了一样，感动
人心永远比技术的领先重要”。
胜井先生如是说。

设计是一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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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井三雄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