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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

在获得瑞士联邦设计奖后，主办方为Jean-Philippe Bonzon在纽约提供了为期半年的工作室使用权。JP

志得意满地来到了纽约，但事情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一帆风顺——半年过去后，他没能在纽约找到工作。

但他并不想这么快就再回到瑞士，于是决定四处走走，看看新鲜事物。一个朋友听说了他的事情，便建议

他:“为什么不到上海来看看呢？这里环境很友好，并且很需要你这样的设计师。”或许这也是一条路？他决定来

上海试试，如果两三年之后仍然呆不下去，再回瑞士也可。但他没想到这一来上海，就生活了八年之久。

最初，他为一些上海的建筑公司、房地产公司设计家具。2014年，他觉得是时候在上海开展自己的事业

了，于是建立起了独立工作室：jpbd。与那些出没在写字楼和格子间的创业者不同，JP把自己的工作室和公寓都

安在了一条幽静的弄堂里，在这里，阳光可以直射进院子，产品和模型能随意摆放在家中。周围上海爷叔、阿姨

人来人往，用上海话亲切交谈，他听不太懂上海话，但努力在与邻居沟通，如今见面了也会热情地问候一句“侬

好”。这里虽然狭小，对他来说却很舒适:“我不喜欢高楼，不喜欢乘电梯，但不介意住在小房子里，我想这里是

最适合我的地方。”

作为一个“歪果仁”设计师，JP没有将自己局限在欧洲风设计之中，而是以欧洲设计为基础，再将中国传统

元素添加到设计中，这也是他的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来到上海后，JP经常和中国的手艺人一起合作:“他们很

有趣，并且技艺高超。”他尝试将中国的纸、竹、珐琅和翡翠元素都运用到设计上，比如“翠玉”系列茶几，就是

受到了传统玉石的启发，他将“纳米微晶玉石”这一人造石打造成茶几，显露出翡翠的光泽。他也将自己在中国

的居住体验倾注在产品之中，比如“上海”系列托盘的灵感就来自于上海的生活，托盘颜色五彩缤纷，既复古又

现代，就如同这座城市一样；托盘堆叠在一起时像一座高楼，而密密麻麻的高楼正是上海的重要特征。

光外观迷人还不够，JP深知，作为一个家具设计师，终极目标就是让自己的产品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他

尝试通过多种方法来检验自己的产品，使其能够真正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每设计出一个产品，他都会

先在自己家里使用，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实用的地方，就再次更改，这使得他的产品在实用性上大大提升，比如

“杭州”系列和“上海”系列，托盘与底座都是用磁性吸合在一起的，清洗时则可以分开，极其方便。

而当共享公寓流行起来后，JP也发现了新的灵感库——他常常在公寓网站上欣赏那些受旅客欢迎的居住

空间，观察他们如何摆放家具、摆放怎样的家具。在真实的空间里受到人们欢迎的家具，才是真正的好家具。他

希望有一天，当他住在共享公寓里时，能够发现自己设计的家具，那是对他莫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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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无创意不生活！型创意志

 Reflets 镜子套组
镜子是真理与幻象之间的一个存在，也是我们日常生

活的恋物对象。作为自恋的完美载体，它是一个模仿者、骗

子和启示者。它又令人沉思，它似深渊又像预言。它呈现的

映像，永远多义。

 Shanghai 琉璃托盘组
两个世纪以前，珐琅彩杯子和餐具在中国人的日常

生活中十分常见，它给了设计师设计当代家居产品的灵

感。每个手工制作的托盘都与众不同，限量供应。从厨房

到办公桌，它们都能陪伴着你。底部的磁铁作用让你能方

便地清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