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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设计书

《设计几何学》

《最佳设计100细则》

《建筑师成长记录》

《十宅论》

《叔本华美学随笔》

自然界中的比例规律为许多艺

术家和设计师的作品提供了基本出

发点。作者金伯利·伊拉姆在本书

中揭示了这些具有启迪作用的自然

系统中数学与美的神秘关系，她带

我们进入了神奇的几何领域——黄

金分割、完美的比例和斐波纳契数

列，用平实的语言表达晦涩难懂的

数学。自此，从扬·奇科尔德的海报

到巴塞罗那椅到大众公司新款甲壳

虫汽车，通过这些作品，伊拉姆向我们展示了设计背后是多么有序，视

觉平衡感又是多么美。

完美的设计不止属于少数才华出

众的人士，其实几乎所有设计师都能在

设计上臻于完美。使用公认的设计原则

能增加成功设计的概率。本书可以作

为增加跨学科知识和增强设计理解力

的手段，能促发奇想，找到解决设计问

题的方法，更新不常使用的设计原则的

记忆。最后，本书还可用作检查设计过

程和作品质量的手段。

本书解答了101个建筑设计中的关

键问题，从建筑入门必需的知识，到弄

清楚建筑设计过程中容易熟视无睹的

问题，以一图一文的形式，将复杂的建

筑学问题转化为卡通式的图解思考，将

作者对建筑学和建筑设计的感悟轻松地表现出来。丝毫不枯燥，反

而充满趣味。

本书介绍了十种日本人的居住文化

与要求，以及十种日本住宅的特点与功

能。在房地产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日本著

名建筑师隈研吾从“人人都想有个家”的

公众心理出发，凭借对建筑史和建筑市

场的专业知识与判断，探讨消费者最实

际的消费需求，综合教育背景、文化偏

好、社会阶层对消费者群体进行细分，力

图让只拥有模糊偏好的消费者清楚看

到自己的具体要求：住宅结构、外观、户型，等等。书中配有日本社

会阶层划分表，以及典型日本住宅的户型图和内部空间设计透视

图，实用并有趣味。

《叔本华美学随笔》从《叔本华全

集》的卷二、卷五中选取了12篇文章，这

些文章独立成篇，讨论的话题有阅读、思

考、写作、批评、语言学习、文体、音乐、

大自然的美和死亡等。叔本华以准确的

判断力、深邃的思考、质朴无华的文笔、

言之有物诚实自然的风格，阐述了对这些

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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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陈派】

精妙切割，人生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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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行者

生活，无疑就是由许多切面生动灵活地集结而成的有机组合；无数个不同时空的切面，仿佛各不相干、无从衔

接，但冥冥中却又可以机缘巧合地无缝接合，形成让人意想不到的情景，或者不可多得的杰作。

许多看似偶然的相遇，往往可以铸成必然的结局。

这些活生生的方方面面，有时是个圆滑弹性的圈子，有时则像个曲直规范的方框，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

发，然后随机碰撞，不断擦出火花。有些可以完美整合，有些却会拼出棱角，然而无论如何，在生活当中，所有内容与

素材，总离不开我们身边一切人、事、物。为了捕捉和记录这些灵感，设计师与艺术家总爱各出奇谋，最常见的体现方

法，除了写成丰富想象的故事剧本，应该就是创作鬼斧神工的产品设计了。

摆脱规矩，豁出方圆

对创意人来说，规则是用来打破的。我们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上，需要遵循许多准绳规矩，日子久了，就会觉得呆板

和沉闷，因此许多惯于冒险的设计师时常会按捺不住，总要起来搞搞对抗。为了摆脱常规的羁勒，他们会另辟蹊径，寻

找不一样的思考，来进行自己的试验，有时甚至会以特立独行的手段，来完成自己的创作。这些采用不规则的概念创

作出来的设计，不但形态超凡脱俗，往往还带点反叛和突破的个性，因此容易让人过目不忘。

这些异于有序和不求工整的作品，一直都存在。我想，这除了证明物极必反也是一种循环规律之外，同时还带出

了一个道理：毕竟不规则也是一种规则。

刀法如神，道法自然

随着工业发展数字化的趋势，现今各种材料的切割工艺，或者版面结构的接合技术，大部分已可以由电脑代

劳，例如通过镭射切割，任何软硬材质的物料都可以裁切出精准的形状，利用电脑精密计算，从建模直到生产完

工，全都可以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某些程度上，电脑化生产比起人手操作施工，在实现复杂的构想过程中，的确可

以满足更多需求，创出更多可能。

这些像折纸效果一样有机、有几何趣味的不规则形状作品，貌似大刀阔斧，其实利索精致，它们挥洒自如地刻画

出精准的线条组合，同时又巧妙地拼凑出错综复杂的切面结构，刁钻奇诡的外形不但充满动感，由于整体意象不拘一

格，往往能让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猜，这些巧夺天工的作品，里面一定存在某些灵感来源，后来我在搜集参考

材料时无意中发现，其实在自然界里，早就出现类似的结构与作品了，那就是水晶矿石。

晶石，是矿物经历时日而沉淀出来的结晶，我们看到多姿多彩的设计作品，也是设计师们不懈努力的心血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