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我一直都在工作。”开口第一句，艾斯林格
这么说。他的意思是，自己的思维从没有停顿过，
从四岁设计汽车开始，就决定做一名设计师，“我
的家乡是一座只有五个农场的村庄，那里的人都
没有创新的想法。”他却知道，现实有很多可想象
的地方。

设计的原动力是想象如何改变现实，这种思
维可以让一个产业焕然一新。苹果公司做到了。
艾斯林格受乔布斯邀请设计苹果电脑，结果，“白
雪公主”系列不仅让苹果获得了全新的形象，更发
掘了新的道路。
乔布斯说，苹果电脑要靠设计卖出 !""万台，

艾斯林格的脑子飞快地转动，想象着如何改变电
脑的定义，“我从程序员比尔·阿特金森那里得到
了灵感。他预言，显示器和机箱等设备采用的一
切笨重的物理技术最终会被美观的‘平板’替代，”

艾斯林格找到了答案：白色，线条和平板，没有角
度只有过渡。
苹果的奇迹就在那时埋下了种子。得到乔布

斯首肯，艾斯林格这个外人负责苹果产品整体的
设计，今天，苹果的白色平板电脑重新定义了人类
信息沟通的方式。
“很多企业还在抄袭苹果五年前的产品，”艾

斯林格说，不如把创新思维上升到企业的战略，就
有机会获得类似苹果公司那样的巨大成功。“如
果你是企业家，你的产品创新要有长期战略，以人
为本，能提供更好的解决方式。”

今天的工业告别了扩张生产规模、资源开采
和简单降低成本的模式，按照艾斯林格的理解，企
业需要提供消费者他们梦想中的产品和体验，“创
造价值，创造欢乐，你设计出来的产品要让人们更
开心。”

设计带来幸福感和安全感
一名成功的设计师要能发现不足。“我的脑

子一直在思考，”艾斯林格说，“思考某个产品有什
么问题，想法找到解决的方式。有了问题才能激
发你的创新思维，就像医生治愈病人而不是健康
人。你发现一个大件中有一块缺失了，需要改进，
就能设计出新的产品。”

很多老人会记得艾斯林格的两件作品：电感
熨斗和旋转电视。前者没有绊脚的电线，从熨衣
板上的感应线圈得到电力，后者的遥控器多了个
旋转键，按一下，电视机就能倾斜 #"度，这样躺在
床上也能看。“我们的产品很受伦敦老人的欢迎，
这是‘形式服从情感’设计理念的重大胜利。”艾
斯林格说。

这当然是一种素质，或者说是一种才能。艾
斯林格一直在观察评估现成的产品。“今后的产
品，材料会越用越少，结构越来越简单。”之所以

得出这样的预言，艾斯林格心目中的设计不只局
限于美学的价值，而是与商业、技术，资源，环境污
染等人类社会发展的因素结合起来。“人类的活动
是可循环的，但地球上的资源不是。”艾斯林格说，
这是今天工业设计的使命：用新的能源、新的消耗
方式创造出新的产品，来取代过去的产品，为消费
者带来幸福感和安全感。

今天优秀设计产品已拿在人们手上形影不
离，明天，它可能就成为人体的一部分，比如手，比
如眼睛、耳朵、鼻子等。艾斯林格举个了例子，“一
位失明者的大脑健康，我们可以把芯片植入他的
脑袋，芯片与照相机相连，照相机与他的眼睛相
连，照相机拍到的东西返回他的大脑，他就能看到
部分的世界。这一点也不可怕，是因为我们的产品
变得人性化。”

在上海培养未来的设计大师
!#$#年，艾斯林格就受邀担任德国卡尔斯鲁

厄设计学院的教授，今天的社会因为生产过剩、资
金和生态浪费，更迫切地需要创新思维来促进产
业发展模式的转变，艾斯林格在下一代设计师的
培育上全身心投入，按他的说法，“我激发了第二
职业热情。”从艾斯林格的课堂走向设计界的年轻
人将成为他的新“作品”。

艾斯林格从 %年前开始在上海招收学生，艾
斯林格发现，中国的生源和德国的有些相像。“中
国的老师最喜欢说‘你错了！’，美国的老师被学生
指出错误后会认真向学生解释，中国和德国老师
则会认为这个学生是坏孩子。这样的教育方式，学
生的创新精神如何得到激励？”艾斯林格说，中国
的历史文化决定了社会对年轻人的评定标准，“大
家都习惯一个人在上面说，其他人听。”艾斯林格
记得有一个学生极具创新潜力，但他妈妈认为儿
子将来只需要找一份安稳的工作，不接受这种教
育模式，“于是我就和这个孩子说再见。”
留在艾斯林格身边的孩子是幸运的。一张张

稚气的脸上积聚着冲破传统创造新标准的勇气。
“我们都是自己提出想法，要设计个什么东西，老
师只是帮我们做一些筛选。定下的设计项目他就
让我们自己去做，我们自己分组、分工，安排设计
流程和时间表。”一位学生告诉记者，艾斯林格教
导他：设计需要概念思维和实际动手同时进行。
从艾斯林格的模型工作室出来，记者撞上两

个男生，问他们去干嘛，回答去做一个消防员头盔
的模型，这个头盔和现在的不同，顶部是软的，这
样一旦有物体砸在头盔上，软的部分可以起到缓
冲撞击力的作用，进一步保护消防员的安全。两个
男生，一个穿着蜘蛛侠的工作围裙，一个穿着超人
的工作围裙，手里拿着设计图纸，蹦蹦跳跳跑去工
作室。艾斯林格高兴地拍了拍他们，“&'()*+,-出
动了！”
对中国的学生，艾斯林格尤其觉得迫切需要

把他们培育成适合这个国家发展的设计师。“中国
的城市人口众多，需要管理，中国人需要适合自己
的产品，比如冰箱，不是美国人那种体积很大的冰
箱。中国下一代的设计师需要设计出节省消耗、减
少污染、降低成本、能让大家都用得起的产品。”
对教学他的描述是：“当我的学生走向社会从

事设计工作，他们不是跟随者，而是领导者。他们
学会人性化地思考，他们不是思想的接受者而是
创新者，他们将成为企业的设计总监，领导整个设
计战略的实施，他们能用较好的材料创造出快乐，
让使用者感受到幸福和安全。”

本报记者 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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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要创造价值和欢乐

书评

哈特穆特·艾斯林格，青蛙
设计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和苹果
公司成功的合作者，这名乐于前
瞻的设计师的思想总是走在人
类社会发展的前面。如今，在秉
持一生的信念为人类创造价值
和欢乐外，他全身心投入另一项
“作品”的设计———帮助年轻一
代发掘自己的设计潜能。这些
“作品”问世后，他期待能为更多
的人创造出欢乐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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