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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之都

设计是用细节服务好
每一个普通人

说起日本的设计，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细致体贴的细节。

以外出旅游时，每个人都一定会使用
到的厕所为例，日本的公共场所的卫生间
的抽水马桶，几乎都配置了有控温和喷淋
功能的座便器，同时，还配备了音乐播放设
备，按下按钮后，会根据使用者的选择，传
出鸟鸣声、水流声或者音乐声。曾在日本求
学多年的设计师张少俊解释说，这样的设
计是让如厕者不必因为自己如厕发出的声
响而感到尴尬。另一个让年轻妈妈们备感
体贴的细节是，不少卫生间的马桶前方墙
角柱子上装嵌有婴儿椅。婴儿椅内有扣带，
使用起来与汽车的婴儿座椅差不多。这样
一来，带着婴儿出门的年轻妈妈，可以把婴
儿“挂”在墙上，腾出双手去方便，而整个过
程中，婴儿又不会离开自己的视线。

好的设计除了让使用者获得便利，也
能潜移默化地传达文化意境。在京都的餐
厅里坐下来吃东西、喝茶，端上来的茶盏，
外形坑坑洼洼。有中国学生不解，问张少
俊：“老师，这茶盏怎么偷工减料？”张少俊
解释说：“京都地处盆地，四面环山，这茶盏
的凹凸，正对应着京都的自然风貌。茶盏的
设计师正是在用设计与大自然对话。”

设计师要懂美术
还要善于沟通

最平凡的日用品都融入设计师的创意，
意味着日本市场需要大量的设计人才，为这
巨大的市场源源不断输送设计人才的是日
本的各大艺术院校。从公立的东京艺术大
学，到私立的武藏野美术大学、多摩美术大
学，日本的设计类院校各有特色，竞争激烈。

和许多中国的艺术院校招生前会有相

关的培训班一样，日本的设计类院校也会
有针对性的培训班———纯美术的专业与设
计类专业，所要接受的专业训练是不同的。
此外，每一个学生在通过了学校的初试之
后，都会需要经过一轮面试。张少俊说：“面
试这一关是要考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沟
通能力、仪态仪表等方面的水平。在中国设
计类的专业在招生的时候更注重的是美术
方面的基础，学校大多没有意识到学设计
的学生，也需要具备比较好的沟通能力。如
果，作为一个设计师永远在抱怨自己的老
板或者客户，那可能就要反省一下自己是
不是在沟通方面需要改进了。日本的学校
在招生时，对于那些美术基础不错，但沟通
能力较弱的学生，学校可能会建议他们报
考其他的专业。这样做既是对学生负责，也
是让相关的专业能够招到最合适的学生。”

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不只要具备足够好
的美术基本功，更要懂得生活，要善于从生
活的细节中发现问题，并且能够拿出解决
问题的方案。为此，在日本的设计院校中，
会开设各式各样的选修课，从生理学到人
体工效学，从音乐到民俗，很多与美术无关
的课程，被纳入到选修课的范畴，为的就是
开拓学生们的视野，帮助他们打开思路。武
藏野美术大学还专门成立了民俗资料馆，
馆内存有五六万件明清时代的中国、日本
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杂物，这些物品不是
珍贵的古董，但它们见证着过往的岁月，学
生们在资料馆里可以直接把玩、研究这些
物品，温故而知新，寻找自己的创作灵感。

优秀的设计师
懂得重新解读老祖宗的东西
每年一月，是日本的设计类院校举办

毕业设计作品展的时节，这几年，张少俊每
年 !月都会带自己所在的上海视觉艺术学
院的学生去日本观看武藏野美术大学等日

本知名的设计类院校的学生的毕业作品
展。在中国，学生的毕业设计往往是由学生
自己选定一个主题，然后，由老师给予指
导。在武藏野美术大学，原研哉教授的学生
们做毕业设计时却是另一种方式。原研哉
会确定一个主题，所有的学生围绕着同一
个命题，做出自己的作品。今年，原研哉为
学生们定下的题目是“东京再发现”。旨在
让学习设计的学生们能够对东京的特点有
不同的挖掘和表达。这也和原研哉一直推
崇和倡导的 "#$%&'()*不谋而合。从字面
上看 "&$%&'()*这个词，简单地说就是
“重新设计”。在原研哉看来，从“无”开始固
然是一种创造，而把熟知的日常生活变得
陌生则更加是一种创造，而且更具挑战性。
"&$%&'()*这个词，也包含了把社会中人
们共有的、熟知的事物进行再认识的意义。
这意味着，不去追求那些奇异的事物，而是
从人们所“共有”的物品中来提取价值，用
最自然、最合适的方法来重新审视“设计”
这个概念。

在日本学生们的毕业设计作品中，张
少俊和他的中国学生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
作品。比如，乍一看去，比真实寿司放大了
好多倍的玉子烧、三文鱼寿司……一个个
整齐地摆放在“盘子”中，走到近前，却发现
竟是叠得整齐的被褥。“钻进这样的被褥睡
觉，调皮捣蛋的孩子也会乖乖听话了吧。”
张少俊说。

在张少俊看来，把被子设计成寿司的
造型，不仅有趣、实用，更是体现了日本的
民族文化。这可能是特别值得中国学生们
学习的。“我们的一些设计中，中国民族文
化的元素的使用，常常显得有些生硬，或者
为了设计而设计。优秀的设计师除了要拥
有创作的能力，还要有解读好创意的能
力。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解读老祖
宗的东西。”

又到艺考时节，各地的艺术院校的专
业考试正如火如荼。不少有志于考上艺术
院校，学习设计的学生，正忙着赶场参加
专业考试。与此同时，日本的艺术院校的

学生们刚刚完成自己的毕业设计，几大名校
的学生的毕业作品大展，吸引了业内人士、企业
负责人前去观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关注设计
产业发达的日本是怎样培养设计师的，刚带着学
生考察回来的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张少俊教授感
受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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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说起“美加净”，就会想起
顾世朋先生。+,年代初，这个地
道的上海产品甫一诞生就拥有了

国际水准的视觉设计，成为当时罕
见的能得到国际同行认可的中国品

牌，红白二色的包装风格也逐渐凝炼为一
个时代的经典符号。实际上，作为上海日化
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之一，从顾世朋手里诞
生的著名品牌远不止“美加净”，蓓蕾、天
鹅、芳芳、海鸥、蝴蝶、裕华、扇牌、白猫……
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很长。

顾世朋（-./0—/,,1）出生于嘉定安亭
的一家书香门第，其作为职业设计师的生
涯则开始于上海新亚药厂广告部。该厂是
历史最悠久的民族制药企业之一，星牌亚
字商标驰名海内外。药业是民国广告竞争
极为激烈的领域，而从未接受过高等美术
训练的顾氏完全在工作中摸索成长，凭借
天分与努力崭露头角，逐渐展现出独当一
面的能力。不久，新亚药厂派顾世朋远赴天
津担纲整个华北地区的广告设计，这段时期
让他形成了跨越南北文化差异的生活情趣。
抗战胜利后顾世朋回到上海，加入新一

化工厂，负责报纸广告和包装设计。新一化
工厂是中国第一家香皂制造商，出品的“四
合一”高级香皂大受时髦女性追捧。该厂的
创始人胡忠彪是上海资深的工商美术家，曾
任美商克劳广告公司的高级主管，通英文，擅
设计，懂策略。胡忠彪虽然是顾世朋的老板，
但两人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在他的影响下，
顾世朋对日化行业的商业策略有了深入了
解，也逐渐具备了更为国际化的设计视野。

0,年代初，政府主导的会展业务激增，
顾世朋在多个工业、外贸的大型展览展示项
目中担任总体设计，奠定了他在全国的专业
地位。+,年代初国货进入外销市场，由于包
装设计的粗陋，给人一种价廉质劣的印象，
特别在香港市场上直接面临欧美产品的巨
大竞争压力。面对此种困境，“上海制造”开
始努力寻求在包装和品牌上的突破，而此时
重返日化公司的顾世朋通过打造“美加净”，
开始了他最为辉煌的职业阶段。
中国化学工业社（上海牙膏厂前身）出

品的“美加净”是国内第一支高档牙膏，品
牌与包装设计体现了新时期中国牙膏的优
良品质。最令人难忘的是生动传神的中英
文商标命名、专业精美的字体设计和象征
唇红齿白的视觉风格。“美加净”由此顺利
打入海外市场，远销香港、东南亚、欧美等
2,多个国家和地区，后又延伸为化妆品品
牌，推出多款畅销一时的美容护肤产品，形
成了庞大的“美加净”品牌家族。
顾世朋的设计植根于海派工商业传统

的品牌意识，也反映出由外贸需求激发的
崭新风格。但在大致闭塞隔绝的社会环境
中，之所以能够在作品中一直保持精致和
品位之不坠，继而孕育出领先时代的设计
观念，另有一层品格和个性的原因。顾世朋
一方面极力追求设计的社会认同和民生价
值，从不为金钱设计；另一方面始终是“设
计是生活方式”的践行者。即便是在物资短
缺时期，他依然尽可能维持有格调和有尊
严的生活形态，讲究体面的西式着装和精
致的食物，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文革”期间
仍每周去铜仁路的“上海咖啡馆”喝咖啡。
对此，顾传熙教授笑言：“父亲确实是比较
浪费的人。”（感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顾传
熙教授接受采访和提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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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色墨镜 !深泽直人指导"

" 秋叶原的速泡面!原研哉指导" " 时#间 !深泽直人指导"

" 人形点心 3原研哉指导4 " 漂浮 3深泽直人指导5

" 寿司寝具 !原研哉指导"

" 美加净牙膏

顾世朋与美加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