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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沪上知名设计师、本土时尚品牌 !"#"$ %""创
始人李鸿雁，在一次由公益组织稀捍行动和上海协
同创新中心（&'()）联合举办的羌绣设计师培训项
目上，与这门来自阿坝羌族绣娘的古老手工艺亲密
接触后，灵感顿生。最近，她正和这些绣娘联手，用
羌绣和藤编两种手工艺打造一把藤椅。按照李鸿雁
的形容：“羌绣粗犷的十字绣正好和藤编的肌理契
合。”这把融合了现代精美的藤椅将在今年 *月上
海设计之都活动周的展览上隆重登场。
本次上海设计周聚焦传统手工艺，从多方位展

示设计与传统手工艺的“联姻”，展示当代的“文化
复兴”。与羌绣藤椅一起在活动周亮相的，还有致力
于发掘民间工艺的组织“自然造物”结合木活字印
刷制图、安徽宣城泾县手造纸等手工艺打造的中秋
礼盒。毫无疑问，手工艺将会成为今年活动周展览
上的亮点之一。稀捍行动创始人米城认为：“传统手
工艺植根于中国文化，对现代设计来说是一个丰富
渊博的灵感库。在文化传承、美学沉淀、工艺延续等
方面，手工艺都对当代设计师会有很大启发。比如，
羌绣的传统纹样、色彩搭配等都是非常好的现代设
计元素。”

当人们还在讨论如何用现代化的设计语言拯
救手工艺，殊不知，如今，它已经开始扮演“反哺”者
的角色，源源不断地为设计师们提供灵感养料。人
们以为已经走向没落的手工艺，其实蕴藏着巨大的
潜能。

国外的一部分设计类媒体在 +年前就预见到
了这种趋势。从 ,--*年开始，《./##0/0"1》每年夏
季出版一期手工艺特刊，甄选当红设计师，在制定
设计主题之后，任他们与工艺师、制造商合作发挥。
“一开始，有设计师认为我们纯粹作秀，但当他们真
正参与其中之后，绝大多数都觉得受益匪浅。”杂志
主编托尼·钱伯斯（23$4 (5/67"18）对手工艺特刊
颇引以为傲。“设计师们被流水线束缚太久了，以至
于很多人忘记了手的温度、历史沉淀对设计的重要
性。手工艺让他们回忆起了这一切，以另一种方式
激起了他们的创造激情。”

不止是《./##0/0"1》的手工艺特刊，在巴黎和
米兰家具展上，曾经式微的手工艺突然成为众多设

计师趋之若鹜的元素。京都手工艺、韩纸设计等手
工艺展团，在国际设计大展上大放异彩。如此看来，
手工艺与现代设计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微妙的逆
转。在某种程度上，手工艺似乎开始左右现代设计
的走向，成为设计师创作的新动力。

拯救设计
《./##0/0"1》之所以率先察觉这一趋势，还仰

赖于两位有先见之明的设计领军人物。数年之前，
法国设计“鬼才”菲利普·斯达克（&59#900" :;/1<=）
和荷兰设计师马瑟·旺达斯（>/1<"# ./$?"18），在
媒体上发布了“设计已死”的言论。这两名在业内炙
手可热的明星，其作品通过制造商大规模的流水线
被制造出来，走进了千家万户。
尽管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菲利普和马

瑟却都认为，长期以来迎合商业量产而形成工作和
思考方式，使得设计师们的创造能力被大大抑制
了。按照菲利普的说法，从设计概念开始酝酿到作
品打磨完成，本该一手掌控整个过程的设计师，面
对强势的工业流水线，通常会变成一颗螺丝钉。用
菲利普的话来说，这样的设计师在当下为数不少。

“按部就班地完成设计中的某一部分，对材料、工艺
知之甚少，也不妨碍他的工作。这样的设计师不仅
目光狭隘，在工作中很难积累有用的经验。他们所
谓的‘设计’，恐怕就是炮制一些无关痛痒的物品，
说穿了，就是在制造‘垃圾’。”

尖锐的批评在业内引起共鸣。马瑟在自己的
网站上打出标语，“‘设计已死’，虽然设计产品层
出不穷，但实际上，已经没什么新的东西能被设计
出来了。桌子是桌子，椅子就是椅子，尽管它们看
上去造型各异，其实都是流水线上出来的同一种
东西。”
为了将产品送上流水线进行量产，充满理想的

设计师不得不做出巨大的妥协和让步，“痛下杀手”
后删去精美却不适合机械制造的细节。德国设计师
康斯坦丁·格里格（@3$8;/$;9$ A1<9<），为了使 )5/91

B$"走上 >/C98的工厂流水线，花费三年对设计进
行精简。结果，>/C98的流水线每 D分钟就能制造
一把 (5/91 B$"。虽然行销全球，但很多人认为这种
机械制造的钢铁坐具太过“冰冷”。
“机器都有固定的模式，你只能舍弃有温度的

情感，削足适履，用剩下的冰冷的理智去迎合它的
要求。别指望和流水线上走下来的产品进行心灵对
话。”马瑟很早就开始尝试创立手工限量版品牌，来
抵御流水线生产对自己设计理念和作品的“侵蚀”。
有着繁复的内部镂空构造的邦邦金椅（E3$ E3$

A3#? )5/91）、金结椅（A3#?"$ @$3;;"? )5/91），都是
他以用雕塑手法，纯手工打造的作品。马瑟半开玩
笑说：“我用了最原始的手法对待高科技材料，对它
们来说可能不公平。不过，我的情感、体验，以及脑
海里各种稀奇古怪的创意，都通过双手传递给了这

些材料。”
就连习惯了用机械制造设计产品的英国设计

师汤姆·迪克森（236 F9G3$），也一改对手工艺的漠
视。去年 H月，他应邀前往中国内蒙古，在当地寻找
代代相传的皮革制作的手艺。“这段经历对我影响
很深。信息量太大，我得消化一下。大概两三年内，
我会把这些手艺融入到我的设计之中。”说这番话
的同时，汤姆已经悄悄把手机铃声换成了一曲他在
现场翻录的蒙古民谣。
“手工艺是独一无二的记忆，一种情感的纽带。

一件手工物品可以串起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回忆。”
“自然造物”创始人张书雁以植物染工艺为例，这种
手工艺继承了前人的经验与智慧，同时也包含了一
代又一代的匠人对色彩文化的重新定义。“艺术感、
经得起时间考验、为人度身定制，这些因素让手工
艺产品更容易激起购买欲。”

两个多世纪前，英国设计师威廉·莫里斯
（.9##9/6 >31198）参观伦敦世博会后，突然意识到
了工业化生产在塑造生活美学方面的局限。承载了
艺术和技术双重意义的手工艺，成为他拿来拯救生
活美感的“救命稻草”。莫里斯坚信，凭借娴熟精湛
的手艺，工匠们会为大众制造精美的日常生活器
物。于是，一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新工艺美术运动
就此展开。
现在，历史似乎又在重演。

融入生活
不过，当手工艺被各方面寄予厚望之时，让它

重新回归现代的生活似乎还有点难度。
在去年上海另一场重要的展览上，一把醒目的

手工蜈蚣（853$C3#3#3）凳曾经被媒体广泛报道。向
上翻转的椅角和密集的腿凳，让凳子看上像极了惊
慌失措、正在奋力奔逃的蜈蚣。虽然手工艺赋予凳
子妙趣横生的特质，但由于工艺繁复，这款凳子只
限量制作了 D条。设计师本人开出 ID万元天价，让
大部分参观者诚惶诚恐，甚至连上前坐一坐都感到
腿软。
号称中国家居爱马仕的设计品牌“上下”，为了

让四川精细的竹编工艺重新回归国人的日常生活，
特邀当地匠人为薄胎瓷茶器编织一种特制的防烫
层。细密柔韧的竹编为茶具披上了精美外衣，但由
于师傅一个月只能编织一套茶具的防烫层，整套茶
具的售价高达 ,万元。而以金粉作为装饰的限量
版，价格则是 D万元人民币。显然，这种价格是普通
消费者难以承受的。而购买这些茶具的人也不会真
的用它来品茶。
而在西方，纯手工家具通常作为奢侈品和收藏

品出售。比如，被奉为手工艺家具设计“行尊”约翰·
梅科皮斯（J35$ >/="0"/<"），虽然受到整个社会的
尊崇，但其作品仅是博物馆、拍卖行以及私人收藏
家家中的常客。
李鸿雁也认为，如果一件设计纯粹都用手工来

制作，在现代社会不啻为一件奢侈品，“代价很高
昂，不是大众市场弄够接受的。”她在设计周活动上
展出的羌绣椅也是一件价格不菲的艺术品。“手工
艺对设计的‘反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影响到一
小部分人，最后才会向大众慢慢渗透。”
事实上，在推动羌绣手艺进入大众生活时，稀

捍行动也制定了相应的策略。他们已经看上了在 2

恤、衬衫、牛仔裤上普遍存在的口袋。“如果我们将
这个口袋变成羌绣版，并作为独立产品被认可，人
人都可以将羌绣融入自己的 8;4#"。”按照米城的描
述，作为创意元素，羌绣还可以出现时尚背包、化妆
水瓶上，其艳丽的颜色和每一件独一无二的花色都
能为平淡的生活添上一抹亮色。“增加手工艺之后，
考虑到工艺人工成本，设计产品的价格会有一定程
度的上浮，也会考虑市场需求来最终定价。”

用这样的方法融入时尚，也许，手工艺便离大
众生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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