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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到更多人的凳子上去思考问题
【文/冷梅 图/受访者提供】

生活周刊×李想

Ｑ：作为深具设计潜力的青年才俊，你给人的印

象经常是不按常理出牌。你怎么理解“叛逆”？

Ａ：我从小就是一个爱反思的人，也可以说是一

个有点儿叛逆的人，但是我又非常尊重这个社会的法

则。毕竟，我们都生活在社会大环境里，太反叛，可能

真的会变成一个别人都不理解的“疯子”。我说的这

种叛逆是一种思辨的精神，你要坚信没有人能限定

你。建筑设计就成了我发散思考的路径，它会时不时

地给我带来惊喜。

Ｑ：你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建筑设计师，需要具

备哪些素质？

Ａ：我认为设计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他需要

坐在好多人的凳子上去考虑问题，而不是坐在自己的

凳子上考虑自己。我几乎所有的灵感都是在别人给

了我刺激之后才产生的，是他们刺激了我的人生。我

特别喜欢给自己找麻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

的甲方几乎从来不挑毛病，都是我一人分饰多角，发

挥“戏精”本色，把一台独角戏演得淋漓尽致。有时甲

方的确认函都来了，我自己还是会推倒重来，又开始

大修大改。总之，人不能静止不前，“活着”与“存在”

是两回事。你要有存在感，就不可能不去变化；如果

你不变化，那就只能说是活着。

Ｑ：在你的概念中，创造或者创新有没有一些必

备的要素？

Ａ：创新不是口号。我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创新

好难。我觉得这句话压根站不住脚。是谁跟你说创

新很难？我觉得创新一点都不难，说好难的人，其实

就是摆脱不了自己固有的习气。在创新之前，一定要

搞清一件事，那就是态度。态度里有多个角度，你需

要认识自己的现状，你有没有认识自己的能力？先写

出三个答案好了，然后再回头看“创新好难”这句话，

你觉得它还有价值吗？回到人生哲学这个问题，人生

本来就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当你对过程都那么

不屑一顾，你还有什么理由直呼结果不好？我认为，

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每一个优秀的过程都会指向

一个完美的结果。

Ｑ：你担任过很多国外设计大赛的评审，你觉得

不同国家之间好的创意有什么共性吗？

Ａ：这要分成有形和无形两种——看得见的东西

和看不见的格调。创意也可以分为有形和无形，包括

用某些逻辑去重新变异一种形态和手法。创新也有

两种，一种是对形的创意，一种是基于形而上的创

意。我觉得这一点不分东西方，要看设计师自己的思

维发散力。我做评审时，通常对形而上的演化，打分

更高一些。

Ｑ：你在国外有多年求学经历，根据你的见闻，国

外的创意观，哪些值得上海设计界借鉴？

Ａ：我想说的是，一个人对自尊心的理解。一个

人对自己尊严的理解是有不同层次的，对于设计师这

个群体，就要看你对尊严的看重程度了。国外也会有

水平不怎么样的设计师，只是说，我所看到的国外的

设计师，大多数人对自己尊严的看重程度更高一点，

所以他们会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点。在我求学时，外

国同学的竞争力相对更高一些，他们会尽最大可能呈

现一个完美的原创作品。他们认为一定要达到某种

高度，才会叫自尊，才会叫作对一种职业的尊重。对

于一个设计的好坏，首先要有一个社会尊严的认知

度，当设计师先有了这个认知度，才会苛求自己，做出

来的作品肯定不一样，有因必有果。不同城市或不同

的眼界格局决定了设计的起点。

李想 唯想国际创始人、董事长、创意总监；

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RIBA认证建筑系；

2011年创立唯想建筑设计（上海）有限公司，2015

年创立自己的家具品牌。曾荣获2013年度 IDA

十佳室内设计师、2013年度IDA室内设计黄金联

赛公共空间一等奖、2015年金外滩最高奖“金外滩

奖”、2015年国际设计大奖“艾鼎奖”酒店空间类金

奖、2015 福布斯年度最具发展潜力设计师、

2015—2016中国室内设计年度封面人物等荣誉。

关于未来

就是做好当下吧。未来是什么格局，我没有去框定它。我不会去预言未知的未来，预言本身也是一种框定。曾

经有人问过我：“设计的彼岸在哪里？”我只说了一句话：“你要问我未来是什么样子，我就会告诉你我现在是什么样

子的。”

创意说

在建筑设计圈，李想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因为

年轻、思想新锐，经常不按常理出牌，钟书阁、宝龙创

想实验室、奈尔宝中心、麦尖文艺酒店……她以超前

的理念点燃设计之光，几乎每出一部作品都会成为

“爆款”，引发都市新青年们潮水般的膜拜。

2018年下半年，李想开始在平面美学上尝试更

多精细化的语言植入。她认为，平面设计是二维的，

空间设计是三维的，而建筑设计属于多维的，要考虑

外立面以及功能性。从建筑的角度而言，它必须为

人所用，为城市的运转所用，为城市的风貌所用。而

平面设计的维度被框定在一个固定的范畴里，没有

那么丰富的层次，但是从美学的含义来讲，建筑设

计、室内设计以及平面设计都有一样的意义，美学传

播背后的逻辑也是一样的。

最开始以建筑师身份跨界来做室内设计的时

候，李想会使用更多的建筑师思维。建筑师接受的

训练要求他们设计语言简练，没有必要的修饰尽可

能不赘述。按照她惯用的手法，即便在设计中加入

一个视觉上的爆点，也会和其功能性相结合，不会采

用一个纯装饰性的道具。“而经历越多，我开始慢慢

反省，简练的设计语言真的正确吗？是不是建筑师

的学术背景束缚了自己，因而无法超越偏见和习

惯？于是，我也试图去打破曾经坚定的信仰，那些后

缀的装饰性也许不具备实际用途，但可能会给人带

来愉悦感。人们对美的感受以及理解其实各有不

同。”李想说。

“在流量文化以及流行文化占较大份额的今天，

年轻人最缺少的就是文化的深度，不论在西方还是

东方，都是肤浅的大众文化大行其道。难道人们都

说好的，就一定代表好吗？我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思

考能力？”李想渐渐发现，执拗的坚持也未必是一种

对的态度。这个世界一直在变，人的思维需要进

化。人性之光，正是需要在不断变化中寻找最适合

它的方式。“我试图剥离这些流量文化加于我的束

缚，更通透地看清自己。我欣赏安东尼奥·高迪，他

是最反叛的建筑师。谁说建筑就一定要直线条？有

时，我们需要摆脱固有的习气，偶尔稍事放纵，拿捏

住反叛与主流的平衡感。”

几天前，李想看到一个故事特别打动她——老

师问一个小女孩：“你在画什么？”小女孩说：“我在画

上帝。”老师又问：“没有人知道上帝长成什么样子，

你怎么知道？”小女孩说：“我画完了，你就知道了！”

这个小女孩，似乎让李想看到了自己：“我要不停地

打破以往的信仰，去掉傲娇，保留谦卑，一路向前，一

路进阶。我们要时刻保存着自己的勇气，创造别人

可能还没有看到的上帝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