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风设计其实就是一曲从古至今，延绵
不绝的设计的颂歌。
中国风设计可俗可雅，可闹可静，可诙谐可

肃穆，可以天马行空、云卷云舒，亦可深沉内敛，
凝重浑厚。

! ! ! !就在当下，中国元素和中国风设计已经成
为全球设计的主流风潮，十二生肖文化创意壁
灯的畅销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很多
国内的消费者还对淡然的无印良品和简约的
北欧设计津津乐道、乐此不疲时，先知先觉、有
着敏锐洞察力的设计师们已经早早踏上了探
索新中国风设计的道路。上下五千年的文明造
就了中国风设计包罗万象，万变的面貌和不离
其宗的风格。中国风设计运用灵活多变，并没
有固定法则，关键在于用心和领悟。

涵待开发的历史宝藏
曾为 !"、爱马仕等品牌设计配件的法国

独立设计师娜塔莉·索基尔卡（#$%&$'() *+,!

()-,$）表示：“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不了解，完
全是个误区。对中国文化心驰神往的人不在
少数。”娜塔莉举例说，法国总统奥朗德就是
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娜塔莉坦言：“在
西方上层社会，人人都会收藏一些中国的古
董和古老工艺品。如果有人能重新让这些古
老的文化工艺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决不会
说自己不知道或者不感兴趣。”

事实上，中国风流行并不是现在才发生
的故事。./世纪欧洲至东方的航线开辟以来，
“中国贸易”兴起，中国的瓷器、家具、丝绸等
艺术品大量输入欧洲，在欧洲掀起了一场波
及诸多领域的中国热。欧洲中国风设计也由
此而兴盛。欧洲工匠一是以中国为主的东方
外销艺术品作为灵感，二是参考 .0至 .1世
纪中国游记等著作中的插图。同时，他们对中
国瓷器和漆器的制作工艺也进行了十分细致
的研究，成功地创制出自成体系的制漆与制
瓷技术。在不同的国家，中国风设计的流行与
表现形式也因为不同的风土人情而出现差
异。它首先兴起于荷兰商人群体，很快在德
国、英国、意大利、北欧、俄罗斯、波兰等国家
流行开来。如今，要在这些国家的古老庄园找
到一两件古董级中式屏风之类的家具并非难
事。当中国风设计登陆法国，很快便形成了与

本土的巴洛克与洛可可风格水乳交融的格
局，变得更加“入乡随俗”，造诣登顶巅峰。
“西方的中国风设计兴起，最早在陶瓷和

家具中体现出来。”《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的
中国风设计》作者、艺术设计史学者袁宣萍介
绍，数百年前的东西方相遇，中国风已经展现
了极强的文化魅力、适应性以及包容并蓄的
吸收力。而现在，当西方出现所谓的“设计过
剩”现象。不少设计师为了俘获人们的注意，
绞尽脑汁去玩新概念、新材料，甚至用水泥、
枯木、头发作为家具材料，几乎无所不用其
极。此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倏然发现中国传统
文化是一个函待开发的设计“大金矿”。
“中国设计师不必如此辛苦，只要从古老

的文化财富宝库中截取那么一个碎片，好好
发挥就能做出优秀的设计。”对中国文化钦慕
已久的法国设计师琴·波吉尔（2)$3 4+55(+）
言语之中并不掩饰妒忌。的确，书法、篆刻、灯
笼、折扇、窗花、丝绸、唐三彩、刺绣、白玉、陶
瓷、珐琅掐丝，与洛可可齐名世界的明式家具
设计，随意在这些醒目的中式元素汲取一瓢，
就足以赚取人们的眼球。事实上，波吉尔本人
亦尝到了中国风设计的“甜头”。在接手一家
酒店的再造设计委托时，他着意用自己对东
方的臆想，在酒店布置了大量的陶瓷制作的
牡丹、竹节、四角塔。丝毫不在意色彩过渡的
他，用近乎任性的满铺方式，在缤纷的墙面绘
制了大量穿着中式古着的杂耍人物和动物。
果然，主打中国风设计的“东方意象”楼层不
负波吉尔所望，一度成为业内外的热议话题。

说起中国和中国设计，很多西方设计师
的眼睛都会发亮。米兰家具展主席罗伯特·施
耐德瑞（6+7)-%+ *3$(8)-+）也发现了这个秘
密。“中国已经成为各国设计师们最为重视的
市场之一，对于中国的热情激发起他们对中
国文化和中国风设计的探究好奇。”正如施耐
德瑞所言，就连一贯主打北欧简约设计的宜
家，近年来亦频频在中国风设计上发力。从效
仿明式圈椅推出的“乒乓”系列，到每年春节
之前推出的包括杯垫、餐桌布在内的生肖特
别产品，无一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讲故事。

顺势而为的驾驭之道
然而，很多中国元素看似像温情脉脉的

君子，其实风骨藏在外表之下，如果没有炉火
纯青的设计手法和别具一格的设计理念，它
们实则被难以驾驭。尤其像刺绣、仿古瓷器、
雕梁画栋，以及明式家具，在产品设计和室内
设计中动用这些物件，必须为它们制造合适
的情境。

错误的示范近几年来并不罕见。一些大
牌为了所谓的眼球效应和市场，刻意动用了
生肖等年俗元素，但结果因为没有深入揣摩
中国风设计的内涵，反而让这些中国元素成
了浮于表面的图案拼贴。设计师也始终在中
西式的色彩和线条之间左右摇摆，拿捏不到
位，让不少知名品牌的中国风设计受到网友
诟病，被评论说“太丑了”。
“融入西方设计环境中的中国元素，应该

像一段清爽的留白，一首玄妙、曲折的乐曲，让

人回味无穷。”“世界看见”民艺设计再造项目发
起人朱哲琴认为，中国风设计最完美的状态应
该是恰如其分地和现代语言、现代技术、现代
制造工艺结合，与古为新，而不是一味地笨拙
地临摹，生搬硬套，这么做反而适得其反。

实际上，如何将古老的地方文化作为设
计元素，精巧无声地融入到现代设计之中并
非易事。用俪德照明董事长、中国照明学会理
事陈卫平的话来说，十二生肖文化创意灯，其
文化意义要远大于灯具的照明功能。他们巧
妙地将 9:;灯做成了字帖造型，既体现了文
化传承的意味，又符合现代人对照明产品功
能、装饰兼具的需求。浓郁的中国风情设计、
精益求精的匠心制造工艺，以及简约而不失
儒雅精致的中式禅意气质，是这款产品在竞
争激烈的海外照明产品市场上胜出的重要原
因。而在室内设计方面，澳大利亚设计师乔纳
斯·汉特弗斯（2+&$33)< =$-%>?<<）打造的楚地
文化酒店房间的手法可圈可点。他用简约作
为设计主线，以深色的实木打造了墙面和橱
柜，为整个空间增添厚重感。同时，他将打磨
好的石料刻上鸟、龙的图腾作为壁灯，仿古青
铜制作的方鼎和斧钺作为装饰物，再使用楚
地出产的仿古陶制茶壶，美化客房空间。这样
点到即止的“安插”方式，让酒店的每一个空
间在看似不经意之间，散发出古代楚国雄浑
的气场。相形之下，波吉尔的疯狂铺陈做法，
似乎有点过于“满溢”了。

设计师梁志天坦言，中国风设计其实就
是一曲从古至今，延绵不绝的设计的颂歌。中
国风设计可俗可雅，可闹可静，可诙谐可肃
穆，可以天马行空、云卷云舒，亦可深沉内敛，
凝重浑厚。“打个比分来说，如果把室内设计
比作煲汤，窗外的几叶竹子、房间里的一堵云
墙、几盏瓷器花瓶，就足以调出中国‘鲜味’。
但最关键的是，这些元素必须与空间情景完
美融合，否则流于表面的装饰，未免让人感到
设计师的平庸，就像食材没有入汤味，着实浪
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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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海外买家能否顺利读懂来自东方的古老文化符号!

农历丁酉年春节"不止是中国人和华裔在举杯欢庆"中国的年俗文化在海外也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力# 由上海俪德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设计的十二生肖文化创意灯系列在海外上

销量火爆#纤薄的 !"#灯被做成了字帖的造型"灯面上方是知名书法家$篆刻家陆康为其定制

的十二生肖图腾印章"下面则是其苍浑秀润$洒睨豪放的墨宝#将这十二盏壁灯挂在墙面上"远

观之"俨然是十二幅大开大合的写意字帖# 对很多海外买家来说"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买到这种

兼具照明功能"同时又带有浓厚中国文化底蕴的设计产品"踏破铁鞋无觅处"如获至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