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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艺”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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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什家具 设计师；东西设计 合伙人
哲匠之艺（Design through making）

韩正琳的点心餐具由瓷器和竹编两种工艺实现。设计创新点在于

利用竹子的再生资源特征，用来做煎炸煮烧的消耗工具，同时也可用于

陈盘装饰。器物的形式感以竹编的语言贯穿，将传统工艺、传统材料传

承于新生活的情境中。

规模制造（Design for manufacture）
闫群设计的装饰柜从传统的三交叉榫中吸取灵感，充分利用现代

加工中的CNC设备，以定制的60度的铣刀在平板上裁切出插接缝。三

块板材插接的方式不仅提供三角形稳定性，也使得板材相互咬紧，形成

自锁系统。无需一颗螺丝，书柜也具有稳定的结构。设计创新点是在规

模制造中寻求工艺突破，以现代产品传承传统工艺的智慧。

 媒基交互（Object mediated interactive）
郭星泽设计的案语茶几是将自己对竹编工艺的深度学习和欣赏转

化为交互方式，供人体验编织的过程。在此，茶几作为一种媒介，部件相

互穿插连接最后成型的过程是设计的创新点，以物理交互提供给使用

者全新的感受，是对以电子产品为基础的虚拟交互的一种挑战，也是对

竹编工艺传承方式的一种积极建议。

涌现之境（Exploring emerging future）
周昌维在紫砂工艺的学习中，了解到紫砂在成型的最后结烧过程

中有较高比例的废品，而且结烧过的紫砂不能够再用作泥料重新烧

制，在行业中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利用水热固化的现代加工方式，将回

收的紫砂结烧的废品粉末重新固化。而后设计师利用固化工艺后产品

具有的高吸水率，设计了供茶艺使用的茶海，设计创新和产品的语境和

谐统一，将传统的思考与现代科技未来发展结合在一起。

大学的材料工艺学课程和传统手工艺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这是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在工业设计方向

开展的一项探索创新。设计师和手工艺匠人们共同努力，将这些手工艺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增多，也是当今社会

对非遗文化的一种新的传承方式。

通过传统手工艺的植入，老匠人们将物尽其用、因“材”施用的传统观念传给年轻的设计师，从具体细小的

事物开始建立对使用效率的思考，成为滋养可持续设计的源泉。

在深入了解传统手工艺后，不难发现这正是现代材料工艺教学中所缺失的一部分。其实，所有的现代化的

工业生产都源于传统手工业制造：例如原始钣金加工到现代金属冲压，传统吹制玻璃到现代建立在流水线上使

用模具生产的玻璃和塑料制品的吹塑成型……同时，与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相比较，传统手工艺的属性更适合学生

们动手实践，通过他们自己的体验，建立起直观的认知，从而帮助他们理解材料和加工工艺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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