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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去哪里了？又是如何再生？其
实，这并非只是科学家讨论的技术话
题，也是近几年来设计界一直在反思
的严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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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最近，垃圾处理成了上海这座城市茶余
饭后的谈资。全国首座以生活垃圾为主题的科
普馆，上海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正在老港固体
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进行内部布展和装饰等
收尾工作，很快就会与市民见面。据悉，馆内展
览分为“人与自然”“重新认识垃圾”“垃圾去哪
儿了”“畅想生态之城”及“尾声”五个部分。展
览将以“旅行”的方式，引导观众重新认识垃
圾，通过一段奇妙的探索旅程，最终抵达“一切
可再生”的未来城市。
“设计的初衷不应该让世界更美好吗？然

而，设计师却在为制造垃圾推波助澜。”作品参
展了“不浪费，好好爱”全球创变者大会，中国
香港设计师张玮晋的一席话说出了不少同行
的心声。让产品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更新换
代，能为设计师和制造商带来更多利益。于是，
众多设计师加入了加速制造垃圾的“大流”。
让人们物欲膨胀、过度刺激消费其实是一

种扭曲的设计观。早在几年前，西方设计界就
对“设计过剩”这一现象提出了质疑。设计的第
一要义是为人们解决各种问题，而在国内，已
经有不少像张玮晋这样的新生代设计师，通过
一个个精彩的作品案例，用自己的绵薄之力，
努力改变着设计行业和民众生活的现状。用网
络语言来说，他们的出现犹如浊世的清流。

!垃圾"!废物"能再利用

处理塑料垃圾是全世界至今都面临的环
境难题。包装设计师吉米·华纳（!"# $%&'(&）
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是饮料瓶设计师，市
场上畅销饮料的包装不少就是出自我手，”他
曾经自豪地向儿子介绍自己的职业，小华纳思
索片刻后却指着路边垃圾桶的大堆塑料瓶疑
惑地说：“原来你是设计垃圾的呀？”
这句诘问让华纳羞愧难当。他开始钻研用

回收材料设计环保饮料瓶包装。就在去年的国
际包装大赛 )"(*"'( +,%&-.上，华纳的“纸水
瓶”（/%0(& 1%2(&3422*(）一举夺魁。他用竹子、
芦苇和甘蔗等多种植物的边角料做成的可再
生纤维，制成了“纸水瓶”的高强度硬壳，内壁
则动用了树脂材料来隔绝液体。在反复使用一
段时间之后，“纸水瓶”还可以作为堆肥材料，
在土壤中降解。要知道，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
垃圾在 56亿吨以上，其中 567会以土地填埋
的方式处理。而这些废弃塑料瓶需要 566年才
能实现自然生态降解。华纳的“纸水瓶”，实用
而环保，自然成了不少人的心头好。

从英国学成归来的设计师黄明慧也把目
光聚焦在了垃圾堆里。她的目标是那些废弃的
木料。在她的手中，零碎的木片可以做成圣诞
树，废弃的茶几经过拆解、消毒、抛光、打磨之
后可以做成木框挂饰。“我把它当成是有生命
的伙伴，用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些垃圾木料，更
容易发现它们的价值和潜力。”经过几年的耕
耘，黄明慧在设计界小有名气。绿色和平组织
也邀请她为办公室定制实木办公桌。

另一些设计师对垃圾的利用方式更令
人惊讶。荷兰设计师迪安·罗斯格瑞德
（)%%' 844.(9%%&-(）“异想天开”，设计了一
座高达 :;< 米的白色百叶窗结构空气净化
塔。据说，此塔每小时能净化 = 万立方米空
气，吸入被污染的空气，经过净化后再将干
净的空气排出。

然而，这还不是罗斯格瑞德的终极目的。
气净化塔收集的空气中的颗粒物，也就是人们
谈之色变的“雾霾”，会压缩成一颗颗“宝石”，
进而被设计师制作成戒指。看似荒谬的创意，
却极受全球年轻人的追捧。通过网络传播，“雾
霾戒指”从荷兰一路红到了中国。

设计师丹尼尔·爱德华兹（)%'"(* >-!

,%&-.）的创意更令人叫绝。他设计的 8('(!

9%-( =)打印笔竟然以用塑料垃圾做原料。根

据爱德华兹的介绍，这款 =)打印笔内部有螺
旋压缩机和加热系统。无论是塑料瓶、塑料袋、
塑料文件夹还是各种尼龙制品，只要被切割成
打印笔限定的尺寸，经过打印笔这套系统的压
缩和高温处理，就可以打出设计师想要的立体
造型。“我希望它能在中国热销，这里的设计师
似乎更热衷于 =)打印。”爱德华兹半开玩笑
地说：“环保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我这种缺
乏资金的设计师来说，连购买打印耗材的资金
都可以省下来。”

不少设计师将目光还投注到了漂浮在海
洋上的塑料垃圾堆，他们把这些塑料做成纤
维，做成毛毡、背包。不过，那些剩下的玻璃和
陶瓷碎片也仍旧令人头疼不已。对修补、拼接
技艺颇有心得的日本女设计师小川田康人，就
利用大海中打捞的碎瓷片拼合出造型各异的
金缮筷托。用小川田康人的话来说，和普通的
碎瓷片不同，经过海水的浸泡和冲刷，瓷片边
缘变得更加光滑，色泽也更加柔和，对她来说
是不可多得的设计材料。

俭以养德#君子当惜物

用垃圾做出好设计的实例不胜枚举，破损
的网球掏空后变成蓝牙音箱的外壳，大理石瓷
砖边角料做成时钟也挺合宜，旧袜子、废轮胎、
旧手表的零件、超市报废的购物车都有被再设
计的潜质。但有人质疑，用垃圾回收材料制作
的设计并没有太大的商业价值，因为它们中的
绝大部分都是手工制品，设计师必须根据材料
本身特性来定制设计，成本高昂，产量有限，不
是普通大众能够轻易消费的。
不过，这两年来，情况发生了逆转。在上海

的街头，你随处都能发现类似于像 ?&("2%9这
样用废弃帆布和塑料做成的时尚潮包。紧接其
后，阿迪达斯、耐克、@(A".、B%2%94'"%等一众品
牌，也都在这两年时间里推出了由回收塑料瓶
制作产品。这些老牌商业公司对回收垃圾材料
的设计尝试，带来了市场示范效应，让垃圾做
材料的环保设计理念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以迅
速传播。当 C罗一大票高收入球星，穿上由海洋
垃圾循环再造的球衣和球鞋，在绿茵场上飞奔
时，人们会对垃圾材料另眼相看。事实上，他们
中的不少人消费观念也不自觉地发生着变化。
当然，还有一部分的质疑针对垃圾回收材

料设计本身。受材料本身的限制，很多设计不
免粗糙而缺乏实用的美感。比如，韩裔新西兰
设计师李武佳用回收旧报纸压制的椅子、桌子
固然创意不错，但其纹理和东方人的偏好相差
甚远，外露的各种杂纹肌理也总是令人联想起
材料的“过往”。
“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当你把情感投注在

设计之中，废旧材料反而会显得更加得宜，做
出新材料营造不出的效果。”自嘲是“废柴青
年”的张玮晋就极其擅长将情怀、美学与垃圾
材料结合在一起。他发现，餐饮业每天大量废
弃的油桶，和高保真音响体量相当，都是 <升。
于是他就有了将油桶做成新潮音箱的想
法———瓶盖成了为音量旋钮，桶壁安上了扬声
器，还能像挎包一样斜跨在肩上，弥散出一股
浓重的摇滚怀旧风。油桶音箱不仅受到独立音
乐人和摇滚歌手的喜爱，还成为不少怀旧餐厅
播音神器。在德国柏林 )DE国际设计节斩获
了奖项之后，油桶音箱还顺利实现了工业大规
模生产。张玮晋用设计实证驳回了那些莫须有
的质疑。

古语有云，君子自有惜物之心，以垃圾为
材料的新设计本不违拗古训箴言。随着这类不
作秀的真环保设计数量的增加，人们会将它们
视为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未来，也许真的有一天，垃圾一词会因再
无用武之地而成了古语，因为“一切皆可再利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