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FE
W

EE
K

LY

设
计
荟

07我发现了一种物质：她可以记

载历史，传承文化；她可以述说故

事，表达自我；她是物质的，却也

是精神的。我深深地爱上了她，也

爱上了和她有关的时间、地点、人

物、事件……她的名字叫珠宝。

——毛文

阶段性的。所以我访问珠宝设计师时，大部分人会从他的

童年说起。很多人的美学形成可能开始于两岁，在有了思想

之前他就已经有了意识，再通过玩五颜六色的玩具进行实

践。我觉得整个美学体验和积累，西方人要比同等年龄的东

方人更多。比如我曾访问过一位以色列的珠宝设计师，他告

诉我自己家里是做雕塑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说的一个

比喻。原来他们家在特拉维夫海边，他说海边石头雕出来的

作品就是雕塑。看到爸爸一直在海边雕刻，他也加入其中，所

以他从小就知道如何做出造型，朝阳和落日的光线的不同等

等。而我们的孩子，更多的要参加学科补习班，进行美学积

累都较晚、较少。但是现在有些孩子，也很小就会去参加美术

班，会去看博物馆，这样条件下的积累就会不一样。

Q：你为这些独立设计师还做了哪些其他的事情？

A：我希望帮助他们彼此之间共享资源，进而可以

一起共事。独立设计师都喜欢独立空间，他们很少分

享，害怕被人抄袭，但这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

现在能为他们做的，就是牵线搭桥。威海路上有一家首

饰店铺，其设计师就联系过我，想把自己一个朋友设计

的博物馆衍生品推荐进入故宫文化的珠宝产品里。我

为他们做了引荐。虽然这次合作没能谈 成，但 是故宫

文化 珠 宝 把 年 轻 设 计师的作品放 到了这 家 店 铺里售

卖。虽然我没能做出一个销售的网站，但我也在用这样

的方式帮助他们，我觉得很开心，我也见证了很多事情

的发生。

设计是一种情怀

Q：你采访过的那么多设计师里，哪一位是最打动你

的？

A：Stephen Webster，他称得上是行业的先锋，是

大家都认同、都尊重的一位设计师。他其实没上过一天

专业课，就是工匠学徒出身，一路走来，成为独立设计

师。他目前五十八岁，很多人到了他这个年龄都已经不再

做作品了，因为很容易被后辈超越。但他仍然持续地在做

设计，这就已经让我觉得他很伟大。其二，他对学徒的教

授是倾其所有。他的工坊里一直有学徒，那些学徒都是

已经在圣马丁、伯明翰这样的学校学习过，还愿意去他那

边学习。因为做学徒是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很重要的一部

分，而且他能把学徒培养得很好，从设计到工艺都可以教

得很完善。其三，他每一年都要参加美国高级珠宝设计

师的评选。其实他已经获得了该评选的终身成就奖，很多

人会觉得这样就不需要再参加评选了。因为该赛事的机

制是盲选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师也可能会输掉，但他就

是不怕输。今年的评比他获得了创新类的大奖，因为他用

了渐变色的材料，与众不同。其实他的确很多比赛都不

参与了，把舞台留给了年轻人。但他一直坚持参加这个创

新奖的评比，因为他觉得自己要朝这个方向发展。今年的

作品和他以前的设计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得知那件获

奖作品竟然出自他的手后，都觉得实至名归。

Stephen Webster告诉我设计是一种情怀，而且要

不断地研究材质，研究形态。他以前都是先写一首诗，用

诗歌表达内心澎湃的激情。写完诗后，他的灵感也产生

了，他就会进行下一步的创作。

Q：作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老师，你觉得当下首饰

设计学生的创造力如何？

A：他们的确是有自己的想法，他们看见的事物也比

上一代人要多。但他们自身的个性可能还不够稳定，可能

今天和昨天喜欢的事物就不一样了。他们还处于摸索阶

段，还需要增加自己的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

另外我不建议学生们一毕业就去做独立设计师。这

是需要积累的，只有具有了很深的生活阅历，才足够了解

人，因为作品是要符合某一类人的喜好。第二，这样容易

迫于经济压力，每天为了挣钱而做首饰，缺乏设计能量的

补充，连跟人交流的机会也没有了。我觉得他们应该去大

公司做实习生，从最底层开始锻炼，那样才能知道良好

的设计过程、氛围是怎样的。

自我超越，切断抄袭之路

Q：你看到过的国内外珠宝设计师的作品还不止你书

里写到的这些，那么你觉得你所理解的东方的设计师跟西

方的设计师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

A：我也开设珠宝美学的课程，当讲到“美学”这两

个字，很多人就以为这是一个学术概念，或者是非常偏重

视觉化。其实美学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思

想，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已经进入第一部分。第二

部分是意识，能够发现美。第三部分则是要具有社会实

践的美学内容。

说到东西方美学，其实美学的形成是长时间的、

另外，我觉得成长环境影响也很大。西方的首饰设

计师因为有更长时间的积累，思维是比较发散性的，思

想比较综合。东方设计师在这些方面已经在改善，但是

从小就形成的思想和意识很难一下子就发生改变。

还有一方面，表现方式上也存在分歧。如果欧美

设计师被问到自己的作品是西方还是东方风格，他会

告诉你这并非被定义为某种风格，就是自己想要表达

的。中国设计师在这方面也受到一定束缚。比如他们

参加西方比赛的作品会较为东方，参加国内比赛的作

品又会比较西方。所以中国首饰设计师在创造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个很强的目的性，就是这件作品是为谁而

做的。他们的艺术个性还不够强劲和独特。

Q：目前，困扰国内首饰设计行业的问题是抄袭情况

比较严重，你觉得设计师们要如何应对？

A：首先，其实抄袭是很难定论的一件事，因为艺

术作品有一种概念叫作“植入法”，比如一位设计师看

到了一件凹面物，做设计时就加入了这种元素，这其实

就是他脑海中的意识。另一位设计师发现其作品和自

己的差不多，就觉得被抄袭了，其实对方可能都没有看

过他的作品。

再如每年都会有关于生肖的首饰设计比赛，明年

的生肖是猪。我觉得它们本身的形象互相之间都很相

似：鼻子、体型都是它的既定元素，那么如何评定抄袭？

我对设计师经常说的是，你们不能只抗议别人模

仿你、抄袭你，这目前是无法阻止的，更重要的

是自己超越得更快，不断创新。哪怕是一点改

变，新的设计作品就产生了。比如阿迪达斯的

“绿尾运动鞋”出现了很多仿冒，他们就推出了

桃红色。这就是设计走在更前一步。更何况，在

当下，一件作品的流行时间都很短，只有一些大品

牌的经典款会一直被沿用。这也要求设计师积极地推

陈出新。

另外，设计师最好掌握一些独门技法。比如大家都

会以蝴蝶为原型进行设计，但我知道有一位设计师是

用片状的宝石去制作，这样的原料和镶嵌方式是他人

很难取得和学会的。

总体来说，对首饰设计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很大程

度上是为了尊重他们的原创。从实质性来说，除了法律

政策层面的硬性保护，我所理解的“尊重”是指消费者

愿意为这些原创买单，愿意付出更高的价值。

Q：你预估近两年珠宝首饰行业的流行趋势会是怎

样的？

A：很明显的一点是全球一体化。这不是简单地说

东西方人对对方的向往，而是大家会把旅行途中或者

说自己向往的、每天日常生活环境以外的事物变成珠宝

首饰的一部分。比如纽约人不再仅仅以纽约天际线为

设计元素，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中国的一座城市、一片海

岛。因为他们觉得全世界好像都离自己很近，这也打开

了他们的灵感。造成这个情况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手

机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设计师们也会翻看手机，看到拍

摄的场景后会构思如何就其进行设计。

另外，中性化的设计也会增多，打破性别的界限，也

打破男女原来各自喜欢的事物。比如一些人认为胸针比

较柔美，男孩子不应该佩戴，但其实可能很适合他们佩

戴。再如一般的对戒设计，都是男生的较宽，女生的较

细。现在也有女孩喜欢宽的。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愿意尝

试这种中性化的设计了。

最后，我觉得未来新材料的使用会延续下去。品牌

为了迎合消费者，会用传统的金银铂金等材质打造出时

尚款产品。但时尚款就像周抛、月抛的“美瞳”，消费者

不会过于留恋，也会因为价格较低而多买一些来翻花

样。新材料制成的首饰，色泽、光洁度、牢固度都有很好

的保证，价格还只有传统材质的十分之一，那么人们很

大可能就会去选择新材料首饰。再加上材料便宜，设计

师发挥的余地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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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恩赐》系列之一 设计师：马兰

《兰质蕙心》设计师：谢晨韵

《栀子悠悠》 设计师：孙倩

毛文和以色列首饰艺术家阿泰在Froots艺术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