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年前，丹麦设计大师汉斯·瓦格纳（#$%& '( )*+%*,）因
为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位从远东归来的荷兰商人坐在明式椅
上拍摄的肖像照，设计灵感喷涌而出。现代设计史上第一件真
正意义上的复刻作品由此诞生。
由瓦格纳在 -.//年一手打造的“中国椅”（012%$ 01$2,），

至今仍被设计界奉为复刻设计的楷模。虽然，偏居北欧一隅的
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不甚了解，但是常年的木匠训练让瓦
格纳对物体器形、体量把握精准。只不过，身为欧洲人的瓦格纳
秉持当地匠人和设计师一贯遵循的简洁构造原则，去除了明式
圈椅上繁复的雕花镂空。同时，考虑到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
喜爱皮革和软垫的习惯，他还特意在木质坐垫上加上了一层柔
软的皮革垫子。
“中国椅”的复刻设计乍看不温不火，却在每一处细节上恰

到好处。而随着它在全世界的走红，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意识到
复刻的强大生命力。尤其是近几年来，设计业界的竞争日趋激
烈，为了尽可能俘获更多客户的“芳心”，设计师纷纷打起了复
刻经典设计的主意。
“从瓦格纳开始，设计界的复刻潮流从来未曾远离我们。大

多数时候，它是一股被隐藏起来的潜流，不怎么引人注目。但是
现在不同了。”法国设计“鬼才”菲利普·斯达克（3124255* 67$,!

89）说：“并不是所有的设计师都能突破前辈的框框，创造独一
无二、举世无双的设计语言。以致敬和模仿之名的复刻设计，如
今也不失为一条让自己的作品在商业方面斩获成功的捷径。”

明式圈椅的设计密码

事实上，就连菲利普，这位在欧洲设计界大名鼎鼎的当红
炸子鸡，都是复刻设计的拥趸。而且，他的代表作 :1;&7系列之
中，同样有一款复刻明式圈椅的“<2 <2%+”椅子。“=""=年，我
开始创作 :1;&7系列，第一把复刻的作品‘路易幽灵’（>;?2&
:1;&7）是法国路易十五的宫廷座椅。那个时候，我对经典设计
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想搞清楚，为什么有些设计总能经典不
衰。”每一次完成复刻作品，菲利普都会对这些经典作品花费数
年时间进行琢磨。“路易十五宫廷椅让欧洲人想到了法国贵族
阶层最奢华、最辉煌的年代，它所代表的贵族文化自然不会被
欧洲所遗忘。”六年之后，菲利普将目光投向了难度更高的明式
椅复刻，作为土生土长的法国设计师，与瓦格纳一样，他对中国
文化了解并不多。但凭借多年的设计“道行”，他还是通过反复
比较明式圈椅和“中国椅”，彻底解读出明式圈椅的经典密码。

和传统的西方审美系统不同，明式圈椅有一种自然、圆润、
质朴的简洁。明式圈椅最初之所以能为大师相中，其秘密在于它
将体量、线条、功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既符合后来德国包豪斯提
学派出的“少即是多”、“形式追随功能”等理念，其简练大方的审
美远远早于 ="世纪在西方审美系统中出现的简约主义。其中，它
最为现代设计师所津津乐道便是那一弧恰到好处的椅圈———以
椅背为起点，形成两道完全对称的弧线，如流水一般顺势倾斜而
下，却又在椅座上方优雅地回止、微翘，流畅中不乏戏剧化的跌宕
起伏。同时，它又能让使用者舒适地安放双肘。如果对家具设计足
够懂行，你还可能注意到，它的椅面看上去虽然平整，但并不是一
块简单的面板。椅面微微后倾了 @至 A度，使得椅面四向往下延
伸了几厘米，形成了椅屉。这让笔直的椅腿不差分毫地穿过椅屉，
与弧形的椅圈的连接看上去浑然天成。

当然，像瓦格纳和后来的菲利普这类没在东方文化之中浸
润过的设计师，很少能领悟明式圈椅暗含的象征意义。就比如，其
中，象征天的弧线和象征地的直线以榫卯的形式被连接在一起。
不过，细节上的各种周到，已经使得明式圈椅神形兼具。而它利用
木材韧性所调制出的 6形椅背，弧度则正符合人的背部曲线。在
人体工程还未得到重视的时代，这一点就显得难能可贵。

当然，既然能够在强手林立的设计界被冠以“鬼才”的名号，
菲利普也自有“两把刷子”。他在复刻时，撇去了前两款椅子实木
材质的厚重感，取而代之地使用了一种名为聚碳酸酯的高分子塑
料材质。圆润的椅圈被漆上了明亮的白色和红色，一改之前稳重
敦厚的模样。再加上四条椅腿俏皮地微微后翘，明式圈椅因为“鬼
才”的一番无厘头改造，顿时变得年轻起来。和“路易幽灵”一样，
这款“<2 <2%+”也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先后两次尝到了复刻甜头
的菲利普在总结经验时坦言：“无论设计风格是否浓烈，经典之所
以能成为经典，总有其道理。作为设计师，你首先得看得懂、看得
透。”

审美的时代烙印

设计界不乏独具慧眼的人。和明式圈椅一样，潘顿椅也是一
张被不同时代的设计师反复复刻的经典之作。上世纪 B"年，前苏
联和美国的太空竞赛正酣，代表未来的太空风格风靡全球。与此
同时，“波普文化”的兴起，则让更多人开始熟悉并且接受塑料这
种廉价的新材质。丹麦设计大师维纳·潘顿（C*,%*, 3$%7;%）牢牢
捕捉到了这些信号，用塑料一次形成的方法创造出了一种底部悬
空的 6型座椅。他认定自己创造的是前所未有的座椅，就以自己
的名字命名它为“潘顿椅”。另外，-!世纪的英国温莎椅、荷兰工
业设计大师格瑞特·拉文德（:*,,27 D2*E*4F）-.-G年的作品红蓝
椅、法国设计师金·普文（'*$% 3,;?E*）的长臂铁艺灯具 3;7*%8*、
德国女设计师多萝西·贝克（H;,;71** I*89*,）为解决收纳文具问
题勾勒的墙壁口袋 J7*%(624;，都是设计界复刻的经典。
虽然都是复刻，但是每一次的改变都会被设计师打上浓重的

时代烙印。瓦格纳的“中国椅”用的是当时北欧时兴的实木和皮
革，现在看来虽然还是颇有范儿，但和菲利普轻飘飘的“<2 <2%+”
椅相比，则略显暮气。再此之后，被认为极有潜质成为第二个菲利
普的西班牙设计“顽童”杰米·霍雅（'$2K* #$L;%）则为明式圈椅
安上了西方安乐椅的底座，四平八稳的经典之作凭空多出了几分
摇摆的节奏。
“菲利普的设计所传达出的精神，有着现代人常说的所谓无

厘头幽默，以及‘恶搞’、拒绝深刻的意味。杰米的摇摆椅则暗合了
当代流行的成人玩具主题。”为了完成对明式圈椅的复刻，台湾设
计师吴孝儒对“<2 <2%+”和杰米的摇摆椅进行大量的案头分析，
他认为菲利普和杰米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审
美的变革，然后大刀阔斧地让经典和现代融合在一起。
吴孝儒更希望自己的复刻具有街边大排档的“草根气”。“明

式圈椅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手笔，但我希望它能成为大排档都能
使用的家具。”为此，他直接将明式圈椅的元素嫁接到了塑料四方
凳上，创造出了一把具有“双重人格”，但也接地气的塑料椅。
“别看复刻成功的设计比比皆是，但失败的作品其实更多，能

否抓住现代消费者审美心理，才是制胜关键。”捷克设计师严·普
朗克（'$% 34*81$8）的说法和吴孝儒的如出一辙。前者在两年之前
大胆地将红蓝椅“扒皮去骨”，只留下金属丝作为椅子的轮廓。当
然，这把被称为 M8;%"@的椅子，也只有金属轮廓，其骨架一般抽象
的线条让很多人误以为椅子还处于建模阶段。而事实上，金属丝
材质却保留了弹簧沙发一般的舒适感，反倒是为红蓝椅的实用功
能加了不少分。同时，M8;%"@这种极简的框架设计，也正好踏准了
极简主义设计回潮的节拍，自然斩获了不少粉丝。
而随着设计界趋势的多元，每个设计师甚至在同一年推出相

同原型的复刻，都能够采用不同策略。比如，西班牙女设计师帕奇
希娅·奥奇拉（3$7,282$ J,N?2;4$）与荷兰设计师皮皮·赫库普（3*5*
#*L9;;5）差不多同时推出复刻温莎椅的作品，前者用了复古怀旧
的几何造型，而后者则用超过 -"""块色彩斑斓的儿童积木重新
搭了一把温莎椅。虽然风格迥异，但两者的市场反馈平分秋色。看
来，现代消费者的口味完全能用“喜新不厌旧”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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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设计的复刻“风流”
! ! ! !一把来自中国明朝的椅子! 多年

之前! 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一把撬动

设计界复刻狂潮的钥匙! 并顺利地将

这种影响力延续到了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