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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艺术与设计区别之辩
前段时间在微博上有一场沸沸扬扬的关于

艺术家和设计师区别的讨论，设计师“简木风”
发了一条微博：“从事什么工作不重要，有很多
伟大的设计师对世界的贡献要超过一些泛泛的
艺术家。设计师和艺术家对世界的影响和改变
只是方式的不同，在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念上
并没有区别。”知名艺术家、策展人陆蓉之转发
此微博并评论：“为何到今天还在区隔艺术家与
设计师？好的设计师就是艺术家，平庸的艺术家
比设计师还没用。最优秀的厨师，绝对是艺术
家。达文西既是设计师也是艺术家。”
客观上，设计师与艺术家还是有区别的。思

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作品呈现方式的不同，大品
牌跨界艺术家看中的就是这独特思维模式与品
牌设计理念所产生的化学反应。而在努力实践
艺术与设计相融的不光是大师，一批以市场为
目的的企业家也在这条道路上进行着探索。张
生曾就读美院，毕业后去了高校做设计学院的
老师，!"#$年，他在桃浦 %&"园区创建上海三
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一家专业从事艺术创作
与创意产品开发的文化艺术公司。

在陈列展示区域，一件名为《鹿》的纯手工制
造的艺术品，灵感来源于艺术家在意大利米兰家
居展上看到的一个设计涂鸦作品，将蕾丝和水钻
装饰在一个木雕上，赋予了木雕新的生命。回到
中国后，艺术家将布艺，水钻，蕾丝，木刻等综合
手法跨界融合，重组，构成一幅抽象与具象结合

的作品，体现了设计与艺术融合的实践。另一件
名为《我们的山水》的作品则吸取了中国传统山
水的构图形式，结合艺术装置的特点，重叠排列，
制造出空间顺序的视觉感，加上不锈钢材质的镂
空雕刻形成光影特有的层次。

张生说：“艺术和设计其实是互通的———设
计更注重的是全局，有整体观；艺术则更注重个
性与局部。艺术的好与不好常常只有懂行的人才
明白。而设计的高下经常能让人一目了然。两者
若能结合，好的设计能让好的艺术锦上添花，好
的艺术能让好的设计更有内涵。”他在公司创立
了艺术创意中心，为设计师和艺术家搭建交流平
台，从学术与市场的角度，综合考量研究艺术产
品方案的可行性。设计师从艺术家那里吸取艺术
养分，艺术家则通过设计师不断更新自我眼光，
从题材，构图，材料等方面进行试验创新，碰撞出

火花，最终三生公司将这些火花融入创作，落地
变成一个个独一无二的艺术设计品推向市场。伴
随着这样的探索，张生的公司从一间 !""平方米
的创意设计空间开始，三年时间内，整体面积扩
展到 $"""平方米，销售额破千万。

商业思维推动融合
中国时尚艺术的先锋实践人、上海戏剧学

院教授杨青青认为艺术和设计不仅可以互通，
更可以互“转”———她于近几年提出“转媒体”的
艺术设计方法论，把“转”设定成一个艺术与设
计彼此传递的过程。她说：“‘转’是一个思想对
撞、相互嵌入、裂变的过程，也是将创新能量物
化的专业过程。当代艺术是人类文化思想最前
卫的，设计是把这些研究和探索转化为满足大
众需求的东西，达到市场化，拥有更多的应用
者。作为前卫思想的体会者和实践者，设计师必
须向当代艺术学习汲取灵感，当代艺术家也必
须向设计师们学习市场概念。艺术家从设计角
度反观自身作品时，也会发生有趣的内心变化，
引发新创意。”

设计师童云，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正在创
业———在多次与 '()'*、+,)-'*、./0(.、美
邦、%-等品牌合作之后，他借助桃浦 %&"艺术
与设计融合平台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推出独立
服装设计品牌塔卡沙。相对一个“老板”，对童云
更确切的描述应该是“插画设计艺术家”，这个
定位源于他描述自己目前把艺术与设计进行实
践状态时的样子：“我现在更偏向设计，但我仍

然很在乎自己要表达的东西。现在的顾客也正
好喜欢我们表达的东西，他们喜欢个性的品牌，
欣赏设计师有自己的风格。我们自己品牌传递
自我的设计风格，但这种风格要基于能被大众
接受和喜爱。作为设计师，我觉得善于把握这样
的度就是一种能力。”

现在，-121341平均每年推 $!个主题，平均
每月 $个，一年近 5""件单品，而四月则以食物
为主题，将食物艺术与服饰设计的巧妙融合让
消费者感受到不同于传统的春季服饰。作为设
计师的童云内心保有着一颗艺术之心：“我们希
望能像艺术家那样表达自己，比如我们走秀做
时装周的情况时，就可以植入各种疯狂想法。”

设计与艺术的融合成功的另一种体现就是
要有“商业思维”，要对市场有预判，在童云看来，
他们产品被市场接受的原因，正在于对市场的预
判、人群预判、定价预判等，通过预判确定生产量
（包括人力、物力、费用等），-121341平均一款产
品的生产量在 !""件左右，在主题季期间完成销
售，低库存让他们可以无忧地思考新的作品。

创意园区助力孵化
艺术与设计相融，将会一举两得地解决艺

术无法落地，设计太走“技术”的问题。这两者相
融所产生的商业价值，是意识（上层建筑）反作
用于物质（生产力）最直接的体现，无论是“杨青
青们”的方法论还是“张生和童云们”的具体实
践体会，都是这一新模式业态的探索开拓者。一
个模式业态的兴起，除了学术支撑和个体实践
外，孵化器似乎更为重要。
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里，像这样的艺术与设

计融合的文创型企业往往都聚集在大大小小的
创意园区。企业与园区互动以及园区内企业的
联动，让创意资源间的整合和艺术设计的融合
更为通畅，形成良性循环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前文所提的两家企业都位于桃浦 %&" 文化创
意产业园内，这是一家以文化艺术与设计为核
心定位的园区，自创立之初就有意将艺术与设
计融合并实现产业化，当张生与童云的公司有
意创业在园区时，园区从中看到了探索融合模
式的抓手，而后通过减免租金、政策倾斜、搭建
商业平台等方式以孵化他们成长，如牵线园区
入驻艺术家与两家公司互动，为张生牵线知名
软装设计师培训机构，将艺术与设计结合的理
念以培训课的方式传播出去，让更多从业者和
准从业者了解和认识艺术家的工作与内涵，了
解艺术与设计互通的魅力，加入实现艺术与设
计融合的探索。
如今两家公司都已成长为销售额过千万的

企业，艺术与设计融合产业模式逐渐清晰，桃浦
%&"正联合华东师范大学有意在艺术与设计融
合方面打造创业孵化基地，用商业思维，艺术理
念，设计方法孵化更多的“张生与童云们”。
在这种孵化上面，我们看到文创园区新的

价值方向，创造“无界”环境———挖掘企业资源
对接与合作可能性，搭建上下游各阶段无缝合
作机制。通过“无界”环境的塑造，园区自身作为
载体品牌，拥有“外联”价值将得到进一步的激
发，而这无疑将让艺术与设计融合性企业产生
更大的商业价值！

从国外艺术家村上隆、草间弥生和
LV的合作，到国内丁乙为爱马仕设计丝
巾、杨福东为Prada拍摄宣传片、宝马赞
助周春芽的艺术发现展……艺术和设计
这对孪生姐弟近年来越来越多地玩着令
人遐想联翩的俏皮扮演。而在本市西区一
隅的桃浦M50文化创意产业园内，一场
对艺术与设计融合的产业化新模式的探
索正悄然进行。

艺
术
加
设
计
可
以
怎
么
玩

!

以
食
物
为
主
题
的
设
计

!

!仰
望
"

#玻
璃
钢
$

!

!鹿
"

"

陈
缘

! 草间弥生和 67

的合作作品

! %我们的山水&

! 桃浦 %&8集合了众多跨界型创业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