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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设计提案》

内容概要

《世纪设计提案:设计的未来考古学》充满智慧，同时出现了很多有强烈的人性化的文章。当读者在字
字珠玑中浮想连翩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浪漫遐想，它们不断冲击着我们脑海中的创意细
胞。我们似乎可以透过i-MAC的透明外壳听到哈雷摩托车的轰鸣；在褶皱装的线条中领悟时尚前沿的
色彩，也可以向卫星导航系统和隐形战斗机的驾驶员一样享受准确定位的乐趣；在扫描一段又一段的
文字信息中，这些创意的设计思想，放大并构筑成了我们脑海中交织的网络轨迹，使我们在一个超越
文字与平面的信息宇宙中自由翱翔。
当然，在解读和翻译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许多难以逾越的屏障，大师们精彩的造诣往往很难用现有
的语言来进行直译，而回味无穷的观点，也有可能被规范的词句所约束冲淡。我企图去突破，但有限
的能力最终也无法将所有的清彩一一呈现，因此，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希望通过《世纪设计提案:
设计的未来考古学》，能够为中国的设计界提供一些来自于日本设计专家们的精辟见解，通过相互交
流，使我们对人类未来设计的大趋势增加更多的理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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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设计提案》

书籍目录

第一章、从20世纪的设计中发现21世纪的远景
一、超凡的创造力改变了整个世界
二、心中的远景是迈向未来的力量
三、呼唤理想的不朽设计之作
四、新型材料的出现触发时代的设计
五、能够对应多种用途的设计概念倍受重视
六、区域性文化的全球化策略
七、富于多样化发展的弹性结构概念
八、呼唤自然与自由的普遍价值观
九、有助于人类与大自然共存的产品循环体系更加受到重视
十、对实用解决方案的渴求使复合化技术备受重视
十一、人工物质与大自然的关系由对立迈向融合
十二、造型不再受到功能的限制，人们用造型决定共同的梦想
十三、由恋物情结与异常心理所激发的创意
十四、让使用者倍感亲切的电子操作界面
十五、反叛与挑战性设计所展现的强大影响力
十六、特殊需求带动创新并开启创造性的时代
十七、技术的开发由经济与安全的追求，上升为对人类生理技术的探究
十八、空载式、嵌入式等贴身型设计方案的出现
十九、人类期待着排遣孤独和寂寞感商品出现
二十、吸收大众的能量使之成为有机的设计
二十一、技术与设计的挑战性整合再次变得更为重要
二十二、生产商开始将消费者的需求纳入到了生产流程中
二十三、策略性因素在商品的设计中逐渐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十四、设计与艺术的距离日趋接近
二十五、外观包装的关透明化展现了商品价值的多重性
二十六、个人与全球信息直通化的时代环境已经到来
第二章：21世纪的远景
一、人类是最了不起的万物之灵
二、标准化思考方式的终结
三、产业的流程与模式
四、整体概念的崩溃
五、走向回归自然的时代
六、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共同体
七、幻想群体
八、人与物的融合
九、从否定式的对立到肯定式的激发
编后语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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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设计提案》

精彩短评

1、非常棒。无印良品成功改革的每一个大举措都在这书上找到了理论根据，太有前瞻性了
2、挺没劲的~
3、诸多启发。强推
4、一般般其实，角度很有趣，例子一般
5、翻译得好难看进去
6、见过本人，确实是个商业设计师，在于他在行销也很有一套... ...
7、评论简单直接，没有过多的细节描述，且带有较强的主见和自信。但是能感觉到洞见的力量与激
情
8、上世纪的书，小日本的物学研究会可谓包罗万象。
9、黑川的人不错  作品也很喜欢  这本书好像 内容不是很有营养！
10、日本式的洞察，单看图片不易察觉其价值，文中"未来观"明确。
11、读得越多，想得越多，越证明这本书的观点。
12、日本物学研究会，黑川雅之。
13、启发不断
14、1、追随梦想——创造性假设
2、翻译真是灰主流
3、对于图片的利用体现了传说中的霸道
15、非常棒！
16、good
17、相见恨晚！
18、写得出乎意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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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设计提案》

精彩书评

1、这本书来自日本物学研究会，它让我在理解过去的好设计中也感受到了一些日本的设计文化。人
类的未来，自然的未来，地球的未来，宇宙的未来，大概人人都想过，特别是在《2012》上映以后,人
们也越来越居安思危了。这对于设计师而言无疑是一个契机，同时也要求了设计师必须要有高远的眼
光和细腻的心思去发掘潜在的不一觉察的社会需求。20世纪是“形式追随功能”的世纪，而21世纪是
“形式追随梦想”和“形式追随个性”的世纪。我认为，在未来社会里，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日渐成熟
，人们也会更加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人类自己。书中也提到了21世纪设计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审美问题。审美和流行趋势是随机的吗？其实并非如此。人的审美是人内心的写照，内心的弱势会
用现实生活中的环境和物品来弥补。当大众的审美符合同一种流行趋势时就说能反映社会群体性的内
心匮乏东西。Alain de Botton说19世纪装饰主义注重阴柔的曲线，自然植物的线条；20世纪现代主义注
重几何元素和简洁的直线；那么21世纪呢？可能回归到阴柔的曲线和流线形设计。这么说并不是没有
道理，因为前面提过新世纪会更尊重个性而这一寻求的前提是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为其提供可能性
。所以新世纪的设计可能是多样的，由用户自己“设计”，也可能是循环的，因为人们更尊重自然，
愿意向自然学习，一个产品从出生到生长再到成熟，最后死亡，然后化为另一种形态再重生，就是这
样，有机设计和仿生设计会大行其道。书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丹麦的奥尔胡斯的城市改造计划
使城市变成只有行人和自行车通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自行车之都。令人意外的是过去死气沉沉的商
业街有重获生机变得热闹非凡。这是为什么呢？凡是开车的人都会去大商场购物，而传统小店则面临
着出局的危险，所以关于城市复兴的问题是关于“人”这个媒体的其他可能性的重新思考，才能获得
有效答案。关于日本，最初是看过旅日知识分子加藤加一的文章了解过一些，而今天看了黑川雅之的
书后也的确提到了相同的问题。就是日本的个性和创新的问题。在日本是不允许有个性的，你和大多
数不一样你就会被排挤，那他们是怎样创新呢？就是因为他们有统一的意识所以他们非常团结，日本
的团队协作能力非常强大。所以在书中作者也多次强调要尊重天才和个性，其实是想给日本创新开辟
一条新路。
2、书的前半部分：从20世纪的设计中发现21世纪的远景。是对过去产品（或提案）的赞美，或者一些
评价——例如对新时代产生的像电子操作界面、互联网络因而延伸的新的消费心理或者新的社会关系
。是根据对物学研究会的会员们所作的一次问卷调查以及回答所撰写的评论，看起来更像是站在过去
的时代赞美今天。内容的大部分撰写者都是生产和设计第一线上的佼佼者，他们对这些划时代作品的
评价，是我对这本书的兴趣点。但因为篇幅有限，三、四百字的内容对于评论这些重要的设计，的确
如译者所说的“字字珠玑”，但另一方面却很难看到有什么更深层次的新见解。还有一些，比如佳能
设计研究中心所长对佳能Eos 5和Movie Boy E1的评价，很像是产品说明书的某一部分。有疑问的是后
半部分：21世纪的远景。目录上看应该是书的一半，但实际内容只有30多页，大概有1/7。在这些内容
里，前后的观点使我感到困惑。比如开始的第一节“人类是最了不起的万物之灵”，指出我们已经进
入了一个坚信个人能力的时代，应该针对“精英时代”的组织结构调整，比如书中提到：“对于天才
型人物的超凡判断，今后的组织功能应该予以相应的调整配合，以更多的支持代替过去的怀疑性验证
。因为唯有以组织的形式去充分发挥这种支援性的功能时，我们才能够将更多的天才人物和他们的开
创性构想予以归纳实现，从而更有效地带动时代的进步。”为了证明这种观点，随后又指出了一些天
才人物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例子，比如爱因斯坦，柯布西埃（Le Corbusier本书翻译为柯比埃
伊??）等等——这也在前半部分的内容中阐述过。书中说：“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具备了最先进的信
息系统，再加上严密的组织作为后盾，如果没有天才人物的统帅和构思作为基础，事物的成功是不可
能想象的。所以，未来将更有赖于天才人物的超凡想象。我们将迈入的是，一个由天才引领的时代。
”随后的第二节“标准化思考方式的终结”则说我们将从凡人时代进入到个性时代，“我们可以断言
，个人的独特性将会成为21世纪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看到这里，不禁一愣，在我的观念里似乎凡
人时代才会产生对天才的膜拜，第一节的天才时代就让我很疑惑了，在追求个性的现今，人人都可以
是天才，爱因斯坦这些天才——站在金字塔座上的天才如果没有塔座的基础，是没有办法产生影响的
。今天的时代，是金字塔的塔座更丰富，更坚实，失去了塔座，天才什么也不是。总之，后面的这些
内容由于过于浅显，使得我看着这些“划时代”的语句，反而觉得他们是那样的无力。仅仅有着漂亮
语言支撑的表面，现在这样的个性时代，实在是抓不住我的心。
3、书的开本很小，内容很有远见，当下看是看不出来什么效果。从田中一光，原研哉，黑川雅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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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设计提案》

来越能看的出日本的设计师的思考，他们不仅关注视觉方面的，他们在思考设计，在挖掘人性。这一
点 很可怕，因为你会觉得他们居然如此了解你，这样去剖析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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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设计提案》

章节试读

1、《世纪设计提案》的笔记-第12页

        如何借助组织或电脑的力量去验证或强化这种超凡的个人直觉力，将是我们再未来设计中努力的
方向。

2、《世纪设计提案》的笔记-第33页

        ⋯⋯所以新型材料对设计的影响绝非仅仅止于技术性利用的范畴，而是包含了视觉与触觉的“整
体质感”，以及对设计流行趋势所形成的激发作用。

3、《世纪设计提案》的笔记-第95页

        ⋯⋯任何商品都已经不再是只为满足生活上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物质，它更是为了取悦使用者而
存在的一种媒介。

4、《世纪设计提案》的笔记-第18页

        创新其实就是人们描述未来远景的一种方式，而设计师的任务则是借助本身的直觉力去发掘与构
筑世界的新价值，并且具体地予以视觉化表现。这种新价值可以说是一种预言。所以设计师必须具备
种种信息在自己的脑海里进行瞬间加工整合的能力，这就是直觉语言能力的开始。设计绝对不仅仅是
针对现有社会的要求，提供一个直接而短促的答案，更要去发掘潜在的不易察觉的社会需求，并且针
对这些需求，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案。

5、《世纪设计提案》的笔记-第27页

        

6、《世纪设计提案》的笔记-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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