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条
“念念不忘”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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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

“生活就应像那水中的游鱼，静时虚怀若谷，动时热情迸发……”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大三学生刘恩佐用

他对生活的这番理解作为设计理念，创作了首饰作品《念念有鱼》。它的造型流畅，材质选取大胆创新，红色

的鱼身与银色的鱼尾相勾连的外形设计令人印象深刻，而柔软鲜艳的绣丝与刚硬的金属相结合的创意又很

特别。该作品在今年上海新锐首饰设计大赛近200件入围的实物作品中脱颖而出，最终赢得了评审专家的一

致好评，获得了学生组的异创大奖。

可能是因为大一一进校就去参军的经历，让刘恩佐的性格在潜移默化中变得更加沉稳和阳光。“当兵真

的很苦，但是当兵的经历却让我更加热爱和珍惜生活。”他喜欢观察日常中的小美好，路边绽放的小花，阳光

透过树叶在地上散落的剪影，甚至是洒水车穿过马路洒下的彩虹，都能让他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正是这种对生活的热爱，才能让他从日常中不断汲取创作的灵感。当他构思这次比赛的设计时，脑海里

总是不断地回想起家里鱼儿的闲适，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刘恩佐说：“它们不断地出现在我脑海里，打

断我的其他想法，灵光一闪，我就确定这次的设计就用它们了。”刘恩佐第一时间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专业

的负责老师龚世俊。“龚老师一下就被我的想法吸引了，并且立刻在首饰的体积大小和外形的表现力上提出

了一针见血的建议”，刘恩佐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在后续的创作过程中，一遇到问题我就会找

龚老师讨论，龚老师会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给予我很多的启发。”

谈到踏实勤奋又有些天赋的刘恩佐，龚老师的印象是他在学校是一个非常认真、上进的同学。“学生能

够想出好的创意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当天下午我就陪他一起对创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包括对作品材质的

选择和首饰衔接上的一些细节问题，我们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试验。”言语中能够听出龚老师对自己的学生获

得异创大奖也是非常高兴的。

珠宝首饰这个行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光彩华丽，所以即使学生得到这个大奖并不容易，龚老师也

不忘不断地鞭策他们，因为这只是他们在首饰设计领域万里长征路的开始。如果将来作为一门事业，龚老师

觉得学生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龚老师觉得年轻人想要在珠宝首饰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就，就应该开拓自己的

眼界，提高自我的理论修养和扎实的工艺技术手段。而对于未来设计师的培养，龚老师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

引导学生了解自我上。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要怎么做，并且以此为导引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兴趣是入

门，而坚持才能成功。 

通过这次的大赛，刘恩佐更加坚定了在珠宝设计专业不断走下去的决心，既然做出了选择，他就希望自

己做一条“念念不忘的鱼”，一生都和珠宝设计“死磕到底”，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回响，“游”到一片更

广阔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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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无创意不生活！型创意志

 《拾翠》 刘恩佐
点翠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金属工艺和羽毛工艺的完美

结合，由于各种原因点翠工艺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创作者

将脆弱绚丽的羽毛搭配坚硬冰冷的金属，在现代几何图形

风格中品尝它们不一样的剪影色块碰撞出的味道。

 《海之舞》 刘恩佐
不规则镂空剪影、蓝色的羽毛，拼凑出创作者对水母

欢愉游动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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