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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死》

内容概要

黑川雅之被称为“东京的达芬奇”，作为日本建筑和工业造型设计界的代表人物，黑川雅之本身就像
是一部活的工业设计文明发展史。“生命与性”的哲学理念是他设计的永恒主题，他如同一个诗人，
在时间与空间中不断探索，寻找着人类灵魂的栖息地。本书以日记形式的设计感悟，让读者从黑川雅
之的思绪中体会他对设计与生命的理解，是奉献给所有那些在“深不见底的不安感”和“源源不断的
生命力”的夹缝中生存，并有志于进行创意与设计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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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死》

作者简介

黑川雅之是世界著名的建筑与工业设计师，被誉为开创日本建筑和工业设计新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他
成功地将东西方审美理念融为一体，形成优雅的艺术风格。曾经荣获日本每日设计奖，优秀设计金奖
，德国IF设计大奖等多项大奖。著名的美国纽约近代美术馆将他的作品列为重要馆藏物。他设计的作
品主要有灯具、照相机、饰品、手表、工业产品等。
个人简历：
1967年获早稻田大学建筑博士
1967年成立黑川雅之建筑设计事务所
2001年成立DESIGNTOPE公司
2007年成立株式会社K, 实现了从设计、制造到销售一体化的经营，开始销售包括自己作品在内的各种
产品。
DESIGNTOPE、物学研究会的负责人、Nextmaruni产品制作人。
日本建筑协会会员、日本工业设计师协会主席
作为日本建筑和工业造型设计界的代表人物，黑川雅之本身就像是一部活的工业文明发展史。“生命
与性”的哲学理念是他设计的永恒主题，他如同一个诗人，在时间与空间中不断探索，寻找着人类灵
魂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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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死》

书籍目录

目录
关于设计的思考 009
设计，只有从特殊的“自己”出发，
才能与他人产生真正的共鸣 010
内行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设计 014
建筑或设计最终也能归结为“爱”的问题吗？ 017
不能DESIGN（设计）的设计师不会design 021
堂堂正正、实名发表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 023
设计有没有灵魂？ 025
椅子是建筑? 027
令我震撼的“极乐净土”，
我希望我的每一项设计都能成为极乐净土 028
专业设计人士背后的业余爱好者 030
少点不行，过犹不及 032
非连续性连续性 034
设计产品造型时，我已胸有成竹 036
我就是想创作 038
人因为想要创造才会去创造 041
关于美学的思考 045
倾听美的语言 046
为了美而活着 048
身体的美 050
在毫无秋意的秋天，对日本审美意识的思考 053
人生寻美之旅 056
我在摄影时，并没有拍摄物体 058
作品、制作、品牌 061
设计师也要制作产品 062
虽然羡慕手艺人对自然的洞察力，
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本事 066
设计师要成为产品制作的督导 069
制作了金箔盘子 072
创造作品就是留住“痕迹” 074
“杂”中的模糊性 077
物品是“作品”，是“商品”，
是“道具”，是“环境” 079
何为“制作” 081
设计商业化的经验 083
涉猎虽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经营公司，
勇于创新 084
言简意赅，
以自己名字的开头大写字母来命名成立的公司 086
为了摆脱OEM，
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产品生产的组织结构” 088
金钱如美女，追得越紧，离你越远 091
欲求重要，成为欲求的对象也很重要 093
希望从行政上树立评价投资效果的良好风气 095
设计师的大态度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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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的觉醒才是环保的开始 100
予人方便，予己守则 102
换位思考，就会明白很多重要的道理 105
因为过于高度发达，人类可能会自取灭亡 107
手和脚是由身体来支配的 109
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源于伟大的死亡机制 112
在“深不见底的不安感”和
“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夹缝中活下去 115
黑川雅之眼中的中国与设计 119
耐心守望中国的发展 120
专业领域正在开始相互融合 122
舍弃“计划”这种20世纪的调和概念 124
黑川雅之的设计与死 129
学习和创作的关系可想象为“呼吸” 130
希望见到死去的朋友 132
“生命”这种现象，无疑是宇宙中某种“特异点” 136
“偶然”和“命运”，因为巧合而成为一体 141
渐渐地，我明白了死亡的意义 144
想到死亡，更加珍惜生命 148
从人生的顶点渐渐衰退，绝非我意 152
人死如灯灭 153
生与死是由呼吸判定的吧 154
又有一位友人离世了 157
“死”这个字在封面中滚动着 159
后记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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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死》

精彩短评

1、随笔，略矫情，即便老了还在挑战自我。学习和工作的关系类似于“呼”、“吸”。
一个个性十足的人自有他的独特见解。
只有从特殊的“自己”出发，才能与他人产生共鸣。
日本看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善于从各地学习，产生了多层次的世界观。
人们生活在互相体谅互相调和之中。一切设计都是一种空间的设计。
DESIGN：完善创造物品的条件，即制造一种氛围状态。
并不是渐渐衰老慢慢地死去，而是活着活着活到底然后突然熄灭，我喜欢这样的死法，我希望我的死
不是抛物线，而是一条直指天空的直线走到最后，突然有一天消失在半空之中。
灵活办事初衷美好，构建和谐，有时也会导致受贿。
人死之后，其气场到哪里去了呢？
进步意味着复杂化。
人生的非连续性、文化的连续性。
人为了消除不安而创造。
设计本身即是一场由生到死（设计品衰败）
2、：“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是最高境界，那么人与物之间也应该如此。”
3、没想到是博客的编集⋯⋯
4、小品。
5、随笔
6、对“服务”二字的另一个维度的解读，来自于“告诉客户一个需求”，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满足
客户一个需求”。有经验，有自信的服务商心里非常明白什么是好的服务，比如说，除了客户特别的
要求，好的厨师根本不需要询问食客的口味，他确切地知道应该怎样上菜。
7、这个大叔的书以后都要读

8、更多的是关于实物的设计感悟，零零散散。还有生生死死，有共鸣但不新鲜。而关于美的感受，
之于平面设计，也是一样的。有朝一日，做个会设计的手艺人。
9、随笔我感觉好无聊。名气起的不错⋯⋯而已。
10、关于设计的篇目还不错 关于死的篇目写得都差不多= =
11、学设计的第三年。 可以说困惑自己的问题，被黑川先生的随笔解决了
12、非常喜欢 不客观不理性的 才是最打动我的 细微之处窥见大师之心
13、死，但是余韵还在
14、2014看过书存档
15、作为“大产品”设计师，随笔还是能看得出是有体会的。有一些见解和角度，值得思考，此占本
书的百分之十吧...恩..
16、干货很少。很少。有几页明目张胆地打起广告来了。
17、好久没看随笔类的书了。本着浮躁的心态看完了这本。书里并没有让我觉得惊艳的观点，也没有
让我觉得愚蠢的观点。总的来说，黑川雅之是个好设计师，也是个好的思想者。我在这之前对他不了
解。
18、四星给设计，三星给生死。终究，黑川雅之对生死的考量只能留给自己，而他对设计和生活的观
察才有启发。其实我看这些设计大牛的随笔最大的帮助并不是想得到新的灵感或者学到些干货，不过
是看到他们所分享的困惑也是自己的，觉得自己也经过了前人的坎，那似乎也就是把路走对了。
19、读过 经典
20、三星半
21、当代人读设计师随笔大概和古人读陶诗一样，看着别人悠游度日好像自己也享受了快乐，虽然这
份快乐是一种上层阶级和既得利益者才能享受的快乐。
22、这本书除了书名比较酷，其他没什么特色。同一观点反复出现，啰嗦至极。
23、五道口24小时书店
24、喜欢的设计师，排版再丑也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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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死》

25、之前blog的整理
很随意的内容 感觉有点神棍
26、黑川雅之的设计思想，集合成的随笔，看得到作者自己的设计思考，虽不至于都借鉴，但是对设
计师来说，犹如读了大师的思想给自己注入了新鲜血液一般。
27、黑川说他希望自己的生命不像抛物线，而一直指向天空然后忽然消失。
28、这本不错，谈设计优于谈生死。
29、很棒的一本书，字不多但都是干货！别人的生命都是抛物线，设计师的人生就是一直往上升的线
，最后绽放出美丽的烟花。
30、看到这本书有真么多人打低分吓了一跳。不过阅读本身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即使它真的不怎么
样，不受很多人的待见，只是让一些人从文字中感受到了力量，就会有热爱它的读者。这本书是黑川
雅之随手写下的感想，处处充满了爷爷对爱、生命、建筑与设计的感受与感知。这些文字最神奇的地
方，是让你阅读之后学会以新的思考方式感受这个世界；以新的视角观看这个世界。如，黑川老师有
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建筑师后遗症”——他摄影时不拍摄物体，而是物与物之间的空间。自此我也开
始关注起拍摄空间，看见了一个非常美丽世界^-^。希望能读到更多这样的作品。
31、算是老头子的长微博合辑，其间介绍了他一手创办的公司K。另外对于生死与设计这一话题讨论
了一番，书中有几段还是挺激励人心的，启发性不大。絮絮叨叨的几个主题，有些非常重复。就不推
荐大家看了。
32、一个设计长者在生活上的小感悟，觉得自己生命快到尽头了和大家“谝谝”
33、博客集。前半本还不错，后半本重复的有点多。关于死的思考有些共鸣的地方。
34、写他建立的K公司的内容，和一堆对自己和朋友死亡的看法。内容重复唠唠叨叨养分极少。
35、原以为在讲设计，其实在谈人生。黑川雅之对生活、死亡的见解相当特别。
记得其中有一章：欲求重要，成为欲求的对象也很重要。
（与其追求你钟情的女子，不如让女子钟情于你，与其汲汲逐利不如让金钱来找你）一本很短的书，
道理却浅显明亮，可以一看
36、不断体悟设计是设计师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久而久之，设计师的工作即是生活，生活也即其工
作。本书又是一本结合设计师个人生活经历，对设计进行再冥思的随笔。近八十年来现代日本设计不
但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更是将设计思维注入了大众和企业家的脑袋中，提升了设计服务的商业价值
。另外，本书也同时表达了黑川雅之先生作为一个建筑与工业设计师，对与传统手工艺匠人的高度崇
敬。
37、有时间回头写笔记
38、黑川雅之设计与死亡的思考。
39、被书名所吸引，了解了下作者，有想看的冲动
看不下去啊！
40、设计思考，美文，思索犀利优雅
41、色川武大有句谈及人生的佳句：“八胜七败，再好不过。九胜六败，理想人生。在每个人一生结
束之时，大概都是五五之数。” 
42、到了爷爷的年纪还能不断的挑战新的东西是令人钦佩的，早期接触建筑，后来自己开设计公司，
再后期还接触了互联网，我想如果自己老了也能一直保持对生活的热忱与追求也是极好的，默默的对
自己说，去尝试各种没有尝试的东西吧，生命还有那么那么长。
43、在图书馆看到大师的名字决定拿出来瞅两眼，没想到看到封面设计的时候就决定要借来看看，里
面讲述黑川雅之大师很多去世好友对他的影响，发现他们都是 从死亡的角度感受美，感觉他们的审美
意识是与自然融为一体，死是生的一种形式而已；里面还讲到了手工艺人、躯干之美、设计师创造、
女人够味、设计产品与素材之间沟通····大概也是大师有了自己的K株式会社原因吧。                     
44、感同身受。有些想法和周国平殊途同归。对于「重复」这个问题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这本来就
不打算成一本书。
45、作为工业设计师，如果没有给此书打满分，只能说你还不算一个真正的设计师。也许你在寻求什
么成为大师的技巧，但是这书给你的确实平凡而又睿智和真诚的文字
46、有个小问题，P130页应该接在P127页后面。
47、个人感悟随笔的书，作者也是介绍了，本身是 blog，后来出版，全书谈设计谈生死，我想但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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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死》

个有些成就的人都会将自己的经历和生死的感悟挂上勾，因为就是在这从生到死的过程中才有机会得
到成就。同时从一个不同文化曾经背景下的人的感悟中也可以去领略不同的见识态度感受。唯有这种
真实的随笔才能感受到真实的人吧。
48、难得的产品设计的好书 很有启发
49、一般
50、想学习一下工业设计的写作⋯⋯有点玄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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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死》

精彩书评

1、南京到北京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勉强看完了这本书。不是书的内容糟糕，而是窗外的景色太美了
，时不时会将目光从书上移开。我似乎能够理解作者说的，“我活着是因为世上还有很多令我感动的
事情”，比如车窗外的景色，比如渐行渐远的小镇。这本书是博客文章的合集，很简单，文字不多，
内容上也有重复，但只要有一句话戳中了你，那它就是有价值的。何况让我产生共鸣的可不止一句。
摘录如下：并不是说为别人做事就能算作是提供服务，邀请他人进入自己当前的生活，产生人与人之
间的共鸣，这才能算作是提供服务吧。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思想。如果用自己的想法造就一个
秩序井然的世界，将其展现给大家，赞同这个想法的人就会聚集而来。并不是为了他人而去刻意做什
么，而是展示自我，让人了解自我。我本人之所以喜欢一个城市，一定是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人。首
先与人相识，然后开始喜欢这个人，接着开始喜欢这个人居住的城市。人是一个城市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说对于一个城市的感情是从宏观开始的，那么对人的爱则是从某个单独的人开始的。这种单一
性相当重要。人们见到美的东西，就会为之倾倒。如果天和地互换一下位置，活着的树木看起来是在
向空中扎下枝叶，而树根则是在向地下生长延伸。不管是从大地，还是从空中，树木都在各自吸收营
养，各自进行呼吸才能活下去。我主张“群体”。所谓“群体”是指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彼此尊重，互相协调。于是，我对整体划一予以否定。对世界上随处可闻之物，以及各种语言认真聆
听，你就会渐渐感到美声入耳，动人心弦。“人的语言”帮助我们进行思考。词汇不仅仅具有理性，
而且还具有感觉上的、空间上的特性，“物的语言”也具有理性及感情色彩。也许因为过于进步，过
于发达，人类可能会自我毁灭。死会在追求生的完美中降临，这真是发人深省的话题。明天一定会有
什么令人感动的好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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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死》

章节试读

1、《设计与死》的笔记-第12页

        旅馆没有想过为迎合客人而做些什么，只是觉得这么做好，就这么做吧。于是也就自然而然地吸
引了有相同想法的人们。因为没有强加于人，所以会觉得这正是自己想要做的。
并不是说为别人做事就能算作是提供服务，邀请他人进入自己当前的生活，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共鸣，
这才能算作是提供服务吧。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思想。如果用自己的想法造就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将其展现给大家，赞
同这个想法的人会聚集而来。并不是为了他人而去刻意做什么，而是展示自我，让人了解自我。

只有从特殊的“自己”出发，才能与他人产生真正的共鸣。从特殊性出发，才能引起普遍的共鸣

2、《设计与死》的笔记-第23页

        声音和声音、物品和物品的“间”，也都意味着在努力回归原状的力量，也就是说将所有这一切
相互关联起来。为了实现令人向往的调和，这个“间”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P27一般来说设计范围是指，用物品的形式来满足各种各样的欲望和需求，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设计范围就是“完善创造物品的条件”。
⋯⋯
所谓“欲望的收敛”，如果换个方式说，其实就是“美”的生成问题。

P32孩子的出生对人类来说是件喜事儿，但对于孩子本人来讲，出生无疑是痛苦与恐惧的瞬间。这种
经验，从生命历史的起点，就记录在遗传物质之中。“极度不安”就这样成为非同寻常的、“深不见
底的”不安，并且成为“无法救赎的苦痛”，潜藏在人们的生命印记之中。

P146所以应该说人的创造动机就是“创造的冲动”，是在充满了神秘的、与生俱来的某种“不安”中
产生的，而人们所创造的物品本身成为了缓解人们这种不安的调和剂。

P38在死亡这种通常的宇宙形态下，出现了生命这样一种异常现象，我们人类只不过是从属于这种异
常现象而已。所谓的死亡，就是成为灰尘，成为烟云，重新成为原子。在这里，生命存在之前的原子
状态可谓是广阔无边的。如果说出于一种完全的巧合，原子世界里出现了生命，那么死亡才是自然而
然的，才是生命的唯一归宿。

P42设计就是我度过人生的交通工具。有一天，我也会脱离这个称为生命的特异点，进入死亡这个浩
渺的普通宇宙，然后我就会回归自然。而这些仿佛是从今生今世穿过一层膜一般，突然被浩渺的宇宙
吞噬殆尽。

P74所谓的“创作作品”，归根结底就是逐步剖析这个物品存在的深层意义，将其中渗透出来的“痕
迹”留住。

P97要想调整房间的温度，首先必须有一个能够感知现在温度的装置。只要所有的群体都装备了这样
一个反馈机制，群体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

P108如果有人问我，今天为了什么而活着，明天又是为了什么而活着，那么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就是
“明天肯定会有令我感动的事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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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3也许因为过于进步，过于发达，人类可能会自我毁灭。死会在追求生的完美中降临，这真是发人
深省的话题。

P137设计对我来说，就是设计素材和我的对话，就是设计素材和我嬉戏玩耍，它似乎告诉我其内在的
含义，促使我在工作中把它的一切表现出来，就像诗一般的存在。

P150制作产品本身和生死很相似。制作产品就是将在宇宙中流转不息的原子通过某种力学原理使之收
敛，使之固定。所以我们设计的东西、制造的物品，如果放在那里不动，也会散架、坏掉、回归到原
子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设计是对宇宙原理的一种反抗吧。
最后黑川雅之的设计：

3、《设计与死》的笔记-第55页

        OEM容易陷入价格竞争，无法发展技术，无法培养出能够掌握商品生产灵魂的人才。这样难免会
让产品生产为中心的思想走向灭亡。

4、《设计与死》的笔记-第42页

        如果热爱生命，就要热爱生命所具有的喜怒哀乐。人生在世，即使受到命运的捉弄，也应该热爱
生命。

5、《设计与死》的笔记-第135页

        死是生的前提，死是生的一部分。

6、《设计与死》的笔记-第105页

        

7、《设计与死》的笔记-第15页

        所谓“服务”，应该是为了让别人高兴而提出自己的建议，而且很负责地、默默地安排好工作。
一般来说，只有这样做才能被认为有自己的主见。作为一名厨师，一个内行，向人们提供自己认为绝
对好吃的寿司，并被一般人所认可，这样的寿司才可被冠名为最好吃的。因为有人不断地深入研究美
味食品，我们才会吃到好吃的东西。

8、《设计与死》的笔记-第78页

        对于“活下去”这件事，我认为一定需要两种力量。一种是“努力”，另一种是“梦想”。“努
力”推动人生，而“梦想”牵引人生。

9、《设计与死》的笔记-第22页

        我本人之所以喜欢一个城市，一定是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人。“首先与人相识，然后开始喜欢这
个人，接着开始喜欢这个人居住的城市。”高岗、福冈、山口、小仓、上海，以及景德镇都是如此。
即使是东京，如果没有喜欢的人，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奔赴他乡，不会留恋于此。理所当然，人是一个
城市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一个城市的爱是从爱这里的人开始的，这是我活了这么大岁数的深刻感受。
如果说对于一个城市的感情是从宏观开始的，那么对人的爱则是从某个单独的人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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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设计与死》的笔记-第49页

        无论死是偶然发生的也好，还是命运也罢，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能够做的只有为他们祈祷冥福。活
着的人会感到寂寞难耐，而死者却毫无觉察。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对此我们应满怀感激，并珍惜
逝者留给我们的余韵，为他们的冥福而祈祷吧！

11、《设计与死》的笔记-第115页

        从后边看椅子，它就像是父亲的背影。从前边看椅子，它就像是母亲的双膝。仿佛在对我说：“
来，过来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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