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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好像不曾被数字时代所侵略
———纸尚艺术设计展

! ! ! !在新天地地下!纸尚艺术设计展的姹紫嫣红容易让人忽略" 这

个把平面设计浓缩到名片和红包之间的展览无法大张旗鼓地让自

己有目共睹!就好像数字时代下处境微妙的纸面设计一样" 但尺寸

的大小并不足以破坏平面设计对于纸质的初衷"一边是好像不曾被

数字时代侵略的墨香!另一边也有印刷工艺的现代性" 在大型展览

泛滥的今天!这种#尺寸$的设计也算是独具匠心%

! ! ! ! !"#$%&'()* 运用当代几何的造
型语言和参数化的图案设计，讲述一
个中国传统十二生肖和五行文化的
新故事。

某日设计师杨威杰整理旧物，在
一堆泛黄的童年书刊间翻出几张生
肖剪纸，那些小动物栩栩如生的俏皮
形态依然在眼前活灵活现呈现着，唤
醒了记忆深处温暖动人的回忆。
!"#$%&'()* 相信每个人都深受成长
环境的影响，而这种潜移默化、润物
无声的影响，造就了每个民族所特有
的群体文化特征，也是留在我们心底
真挚的文化和情感烙印。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深深迷恋激发了设计师的想
象力，萌发了将十二生肖和五行纹样

与蚀刻工艺相结合进行一次全新创
作的概念。

在这个历时长达一年的设计项
目中，传统文化的温润美感与现代工
艺的严谨精密有了一次巧妙的相遇。
在设计的最初他们便确定了用当代
语汇诠释传统文化的方向，因为
!"#$%&'()*相信作为一名设计师，推
广和发扬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是义不容
辞的责任，而经典传统的最好继承是
用将其纳入当下的审美体系，而不一
味地复古、仿古，只有这样的做法才能
为传统注入全新的活力，让它们在新
时代的背景下焕发出全新的生命。

!"#$%&'()*将生肖动物形象进行
抽象化、符号化的提炼，简约的几何块
面不仅质朴亲切，其神态更是动人传
神。通过大量的文献比对，明确了十二
生肖各自的五行属性，将五行本身的
意义和动物的形态与毛发相融合，再
多次的尝试之后绘制了几何化、当代
化、参数化的全新图案。材质最初的设
定是同 +(*(,-.*)-.(系列相同的 /01

不锈钢，但相对喜庆的设计主题和冷
峻的不锈钢之间有着极为明显的差
异，经过调整之后决定换为暖金色的
黄铜。
几何块面的折叠需要一定的精度

才能保证吻合，而考虑到实际使用中
用户们动手能力各有不同，最后连接
处的头部可能会出现散开、松动的问
题，!"#$%&'()*巧妙的引入了一对圆
形的磁铁，即起到了美观的作用，同时
更能方便的固定整个动物的结构。

20324厘米的方寸之间，每一个
动物，活泼灵动的形象都唤起了我们
记忆中最温暖熟悉的片段。传递这种
真挚而简单的乐趣正是 !"#$%&'()*

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设计初衷和理想。
!"#$%&'()*十二生肖黄铜立体贺

卡在 5月的上海时尚家具展中首次公
开亮相就立刻在 644多件参评作品中
脱颖而出，获得了久负盛誉的德国 $7

设计金奖。24月起首先在淘宝众筹平
台限量发售，并在年底前正式登陆线
下销售平台。

为十二生肖穿上五行新衣
———PHAIdesign的新玩意

! 于小趴

财爷派糖
总有一些东西是无法被取代的。
新媒体之下，平面设计作品已经越来越

少地在纸张上展现。而纸尚艺术设计展的初
衷也是为了让平面设计回归“平面”。策展人
陆俊毅、虞惠卿颇为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虚
拟平台所不可逾越的城池———各类纸张不同
的质感以及触手可及的真实性。创意纸和包
装纸供应商康戴里为材质的回归提供了颇为
精致的载体。纸张的千差万别、印刷工艺的创
新以及造型上的颠覆都是非纸质作品所无法
传递的信息。

更可况，名片和红包这两样物件，本来就
是你来我往的社交工具，它的实感和诚意息
息相关。

展览入口出所陈列的红包让造型设计在
传统习俗和现代商业间冲锋陷阵。香港设计
师陈超宏所设计的糖果形状红包把财爷派糖
的好意头完全具象化了。他不仅颠覆了正红
色的独裁，还给红包的造型发起了革命。“这
一款红包是当年香港财政司拿来给市民派钱
的，这是第一次政府给民众发红包，讨一个财
爷派糖的喜头。”设计师如是说，“这一款红包
我们在 26月初开始在店里出售，圣诞节期间
卖了很多。很多人其实是买来装饰自己家的
圣诞树。”这款红包的设计明目张胆地把传统
理念和本土文化结合了起来。

陈超宏另一款“大吉大利”的红包设计
也继承了其一贯的灵活风格。这一对大小不
一的红包，一个以橘子为面，另一个以梨为
面，形状比前者稍大一些。除了“大吉大利”
的谐音之外，看似不经意甚至有些随便的大
小设计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们香港结
婚派红包的时候要派两个，一个代表自己一
个代表伴侣。红包大小一样呢，可能就只看
到吉没有看到梨，但这两个红包大小不一，
一眼就能看到吉和利。”传统理念在现代社
会中的渗透通过纸张的造型变得显而易见。
“还有我小时候，老人家派红包就是有大有
小。老人代表大，小孩代表小，有大有小就很
吉利。”
“这一款小红包也卖得很好。”在诸多造

型花哨的红包中，还有一款较为质朴的小红
包设计。它的尺寸比其他几款都小，色彩也是
以传统的红色为底，印上简单的祝福用语。
“我们小时候派的红包也是小小的。因为里面
数目并不多，我们派得比较广，大厦管理员看
见了就会派红包，看到小朋友也会给，所以小
小的正合适。”

商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反而要归功于
商业价值逐渐开始被怀疑的传统材质———纸
张。若非是具有真实性的纸张让造型上的设

计触手可及，它带给人的新鲜感也不会如此
愉悦。

展览厅深处几十位设计师的名片设计
也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造型的设计。虽
然还是在普通名片的长宽规矩之间，但在厚
度、手感以及折叠方式上，许多设计师还是
在努力寻求只有纸张才能做到的与众不同。
一些极简主义的名片设计试图在材质上完
成工业革命，另一些暗藏玄机的名片则是在
使用感受上完成交流的使命，重叠式的造型
设计以及透视感的设计都让一些名片变得
很好玩。但最能体现纸张特点的还是印刷工
艺上的突破。

纸张的无限可能性
此次展览中无处不在的镭射雕刻工艺，

让现在纸质设计的趋势一目了然。镭射雕刻
的完成首先需要真材实料的好纸张。看似气
若悬丝一般的镭射雕刻如何保持牢固，纸张
的坚持功不可没。其次，细致入微的设计才能
使这样的造型登峰造极。

几款使用镭射雕刻的名片与红包都会有
几个共同点。首先是对中国传统工笔设计的
了解，极致细节的设计加上图案与名片风格
总体性的把握才能让前者保持现代性的平
衡，不至于陷入不伦不类的境地。再者，印刷

工艺本身也有着出类拔萃的水准。
这不仅在镭射雕刻上，在其他材质的印

刷上也颇具代表性。以陈宏超的几款红包设
计为例，羊年的红包以传统喜庆红色为底，在
面上加上植绒的卡通羊造型，让小朋友可以
拥有毛茸的手感。植绒的喷射就是一道较为
复杂的工序。另外发泡绒材料在红包设计上
也是比较新颖的。高级纸质的优越性又再一
次体现出来。“老式红包会褪色，红包上的字
和图案只能用金色绘制，印刷不是很好，有点
粗粗的。”因为纸张和印刷工艺的关系，设计
本身就随之变得难以施展手脚。从前的红包
只有上色和字体，而现在因为材料和印刷的
完善，颜色、造型和尺寸的变化就有了很大发
展空间。“我们使用的这种欧洲纸张，印上以
后不容易掉。所以像这样形式比较传统的烫
金烫银图案就可以分别印上去。”在一款以金
银树设计的红包上，烫金和烫银筋络分明地
组成了浑然一体的图案。

不过，对于印刷工艺的追求或许也体现
了这一类平面设计的局限性。名片和红包这
类特定用途的物品，在颜色以及图案上的设
计多少受到了其本身性质的约束，印刷工艺
的多样化为它们自己的多样化提供了帮助。
但同时，质感和印刷的创新也为这类平面设
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就好像在容易褪色的
红包上只有金色的荒芜一样，纸张和印刷的
更大限度的选择给图案与文字设计带去了更
广泛的想法。二者的悖论在画面和文字的设
计上多有显现。在诸多以印刷工艺脱颖而出
的名片里，也有着纯粹以色彩和文字而特立
独群的设计。张软人和郭晓的名片使用了非
常简单地黑白漫画设计，黑底白线的僵硬曲
线有意识地做出了版画的效果。设计者略显
犬儒主义的个性脱颖而出。无独有偶，
,-.*)-.( 8(&9 的标识设计也有着颇为戏谑
的简洁力量，极简的罗马字体加上简单线条
和基本圆形所组成的东方明珠形象，配合文
字定格，造成了早期游戏风格。另一侧还有一
款紫色红包设计也继承了这种简单的几何造
型。单凭直线与圆形的结合就塑造出上海的
标志性建筑群，配合更加具有几何意味的点
方正，在最大限度上把红包做出了工业感。

于是，究竟是材质和印刷工艺丰富了设
计，还是平面设计本身在前两者的帮助下回
到了初衷，这着实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毕
竟，在观看甚至触摸这些设计的时候，图案与
文字设计和纸质与印刷的密不可分，从很大
程度上证明了传统材料在新媒体时代下对于
平面设计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创新元素。就
好像陈宏超最后所说，想要设计一个黑色红
包那样，平面设计的突破或许还是和其他概
念的突破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