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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之都

近期!一场全面回顾荷兰平面

设计百年历史的视觉盛宴"平面幸

福#巡回展在芮欧展出$ 展览分享

这四十余位荷兰设计师的精选作

品!其中包括荷兰平面设计界代表

人物的经典之作!以及二十四个以

个展形式呈现的当代设计师%工作

室&的杰出成就$ 整个展览在展示

荷兰平面设计发展历程的同时!突

显出荷兰平面设计的美感与社会

意义$

平面设计是设计中最直接反

映一个国家历史'经济'社会的一

个活动! 如果社会文脉受影响!中

断'损坏'提高'缺失!都会立即通

过平面设计反映出来$ 作为传达设

计的核心!平面设计和社会生活息

息相关!反映客户'公众和设计师

之间的关系和联络$ 荷兰平面设计

受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家相对

比较小!悠久的艺术历史!富裕的

经济!这几个因素组合起来!形成

一个具有很浓厚创作性的氛围$ 特

别是荷兰政府对文化事业非常慷

慨!形成一个很宽松的文化赞助系

统$ 荷兰的民族性从平面设计上就

可以看出来$ 好多国家在货币%大

概是对所有的人影响最直接的平

面设计之一&上采用领袖头像的方

式!大国几乎无一例外!比如美元'

英镑'人民币!而看看荷兰的盾!全

部是精彩的抽象图案! 加上向日

葵'小鸟'灯塔!用钱就知道这里的

人不同了$ 荷兰货币设计是由设计

师提出这些方案的!政府完全没有

干预$

荷兰是现代主义设计'国际主

义风格的故乡$ 作为伦勃朗和凡高

们的后代!荷兰人从不匮乏艺术家

气质!但你若回看历史又很容易发

觉他们强烈的实践派作风$ 荷兰设

计是二者的融合(朴素实用'谦逊

而流露出幽默感$ 荷兰设计师展现

出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他们

有足够的勇气去坚持自己的兴趣

爱好! 二是他们能够打破常规!注

重设计过程而非结果$

荷兰设计重视概念'想法和创

新手法$

那些丰富多彩'愉悦人心的作

品!能让人感受到荷兰设计师如何

在保持在玩乐的状态下进行探索

与研究!而这样的方式所产生的作

品往往极具创造力$ 有时甚至有些

激进的荷兰设计师并不局限于平

面设计范畴!而是大胆涉足与挑战

艺术'广告以及研究领域!从而开

辟出一个无所不能的创作空间$ 幸

福的荷兰设计师因此为世界奉上

了百年的平面幸福$

平面幸福
在荷兰

新技术的可能性
人们总是关心新技术会带来

怎样的变化，能帮助人们达成哪些
之前很难做到的目标。上海工艺美
术职业学院时尚与工艺学院院长
翁纪军教授在现场展示了前不久
尝试的一个漆器礼品开发。他的设
想是做一条诺亚方舟，来传达某种
济世的含义，因此，他希望船上出
现很多佛头，并且要求的是一致
性，这就自然地用到了数码技术。
他的学生用 !"做出了效果图，而
后通过数码打印得到了基本的模
型，接下来就是继续传统的方式，
结合翻模，使用传统的漆器工艺来
完成最后的装饰。这是新技术介入
传统工艺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的引入，给予了传统手工艺一
种越界的可能性，但问题的关键，
可能在于艺术家如何驾驭与把控，
如何不让 !" 的部分流于粗糙平
庸，冲淡作品的艺术性。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漆器盒是

再普通不过的东西。而现在，翁教
授和他的学生运用数码雕刻来成
型，而后再用传统技艺上漆，盒面
上用数码雕刻的金属镶嵌来彰显
工艺，这件作品不但表现了传统元
素和其他材质的结合，同时，非常
自然地引入了新技术，最后在全国
比赛中得到了金奖。

技术可以是一种补充
数码雕刻对于传统木雕、玉雕

而言，早已不是一件新鲜事了。早
在七八年前，就因为出现了电脑工
的作品（主要是一种玉牌）而在玉
雕界引起了某种恐慌。但有意思的
是，如今很多当代玉雕大师们不恐
惧了，大胆地运用数码的技术来为
他们服务。有些玉牌的设计大师开
始就用数码技术进行先行设计，然
后用自己的绘画和它对应，再运用
立体技术来感觉成品的效果。这项
技术并没有代替手工，因为它只是
一种前期的设计和创意，最后立体
成型的技术只是提高了准确率和
成功率，通过立体思维来美化、完
善构图和设想，最后的成品还是需
要用传统技术来完成。
再拿玉雕中的打形而言，传统

的作坊模式里，这一环节常常由学
徒来完成。很多废料的产生也是出

现在这一环节。现在通过数码技术
来打形，来掏些定位的洞，就大大
减少了废料的产生率。
“接纳、吸收数码技术对传统

雕刻的挑战，变排斥为相融，变悲
观为巧用，只有采取这样的一种思
维方式，我们才能有出路。”上海海
派玉雕文化协会会长孙敏表示。

电脑也是一种材料
著名设计师原研哉曾经在

《设计中的设计》中援引了麻省理
工一位叫前田约翰的教授的话：
电脑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材
料。意思是，我们使用电脑不应只
要是软件搞出来的便照单全收，
而是要深入细想在这种数字运行
的新材料的基础上，会开发出怎
样的知识世界。

这一论述，或许值得我们深
思。人们对于数码技术的抗拒，大
都来源于技术取代传统手工艺的
恐惧。!"打印，数码技术等归结起
来，都是现代工艺制作技术的发展
的体现，单纯地怪罪技术进步无疑
是另一种退步。从某种意义上而
言，新技术的作用，正体现于对传
统手工艺的某种再设计，是传统文
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又一次共生
的结果。新技术的引入，可以推进
传统手工艺的产业化，另一方面，
新技术又满足了艺术家对当代审
美和造型的追求。电脑永远不可能
代替人脑，!"打印也永远不会令
传统手工艺彻底消亡。当传统手工
艺能为我所用地运用新技术时，新
技术便成为了基于对传统手工艺
文化认同的一种延续。从这个角
度，可能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
“电脑也是一种材料”这句话。

工艺美术的手艺，第一个手
艺是心意，第二个手艺是创意，第
三个手艺是达意。数码技术的引
入，也许能更好地帮助工艺美术
拓展创意，完成达意。“数码是推
动当代艺术，以及传统工艺美术
进步的重要手段，我认为这样理
解这个问题也许是比较中肯的。
它是一件好事情。”上海工艺美院
院长姜鸣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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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艺对话数码科技

!

本
报
记
者
吴
南
瑶

3D打印如同搭乘着磁悬浮一般呼啸而来，颠覆了人们对于数码技术的认识，并在与玉雕、
漆器、木雕等碰撞、融合时，令传统手工艺界尘嚣四起。

本月初，在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和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联合主办的“越界———数码·工
艺美术论坛”上，围绕数码技术的发展趋势与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创新展开讨论。毋庸置疑，
当艺术和设计结合的时候，艺术就有了产业化的基础。但科技与艺术究竟能否达成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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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亚方舟系列$其上的佛头运用了数码技术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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