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中国平面设计的未来

理念

设计展览的品质，呈现在对展览内容的研究深度与展览目的的清楚传达。

动机 

“设计的设计——原研哉贰零壹壹展”是继 “建筑建筑——隈研吾贰零零捌展”后，由我

带领同仁策划的另一个展览。“建筑建筑——隈研吾贰零零捌展”诠释的是作为建筑设计师

的隈研吾个人的探索，而“设计的设计——原研哉贰零壹壹展”则呈现的是原研哉和他所处

的时代。

我花了近三年的时间来策划这个展览的主要原因是：是想通过全面展示和解剖原研哉这个事

例，来重新说明二十一世纪今天的平面设计在社会中的作用。 展览名为“设计的设计”，

不光是取意原研哉理念振兴平面新设计，更藉此展集中展示近四十位日本设计师在进入

二十一世纪以后，与科技和艺术以及文化同行的探索。

每当我们说起平面设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自然而然地就会倾向于海报设计。当然

事实上这虽然没有错，但时代毕竟不同了， 社会的需求和环境也不一样了，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有必要来认真考虑和反思，平面设计应该来做些什么的进化。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如何把设计研究的成果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并建立一个

与之相对应的系统机制， 并将它们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平面设计只有这样，通过积极主动

地自我进化，才能继续适应社会的需求。虽然，看起来，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自主变化了，

但事实上，社会变化的速度要远远快于设计师变化的速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努力想

通过书籍及展览这样的传媒手段，让大家体会到尽快促使这两种变化的速度趋于一致的必要

性。日本设计师原研哉这些年立足于东京，重新定义平面设计的意义，并积极地付诸于实践。

他的实践成果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可以起到旁例作用的，这就是我策划这个展览的原始动

机。

展览是自 2008 年 5 月开始策划筹备的，经过两年多的规划实施及研究整理，虽是一路颠簸，

终于还是成形。

背景

与中国同处亚洲的日本，重视青少年教育，奖励经济发展，以至于科技进步，商业繁荣，手

工业兴盛，海外贸易蓬勃。从电影，音乐，建筑，动漫，设计各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精



神与物质文化的丰富和多元。

日本设计发展的模式自有其特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重视发掘自身文化，以教化维持社会

秩序。同时，因为重视文化，各种文学、艺术，特别是在设计领域，随着地理环境、气候条

件与人文风气的转变，尤其是大众参与的日趋普遍，无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创造出了独特

而富有艺术性的特色，已经成为了世界设计阵营中极为重要的板块。

原研哉是继田中一光等老一辈日本设计代表人物之后崛起的，新一代日本设计师的典范。由

原研哉牵引的日本新设计，涉及书装设计、 包装设计、网页设计、 交互设计、 工业设计、

室内设计等众多领域。 要比较好地剖析一个典范设计师以及他的时代文化面貌，除了文字

呈现外，还需要从设计品实例入手，实例是展现日本设计文化的最佳例证。

内容

因于展览目的与研究深度，仅是集中展现一个或几个设计师作品的设计展览，并不在少数，

但少有结合日本设计全领域，以设计品实例与图书文献，全面深入研究呈现日本设计文化艺

术面貌的特展。因此，特规划于 2011 年 6 月 12 日至 7 月 15 日，在前门 23 号天安时间当

代艺术中心全部展览空间，举办大型特展，全方位呈现原研哉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在日

本设计文化上的探索与成果。

展览内容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展览的展览”，集结了原研哉历年策展的七个展览的精华，

以实物展品的形式，呈现的是原研哉并非以作为设计师的一己之力，而是集结众多有识之士

的才能，共同来探讨“追究事物本质”的可能性的范围和极限。我们的努力，相信大家在观

展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其二是“无印良品的艺术指导工作”，无印良品的艺术指导工作给

了原研哉一个对东洋审美意识进行集中视觉呈现的舞台。从中大家也可以体会到一个设计理

念，在近十年的时间跨度中，原研哉是如何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而秉持下来的。其三是“设计

的诸相”，展现的是原研哉横跨各个时期的包装、标识、书装以及海报的实物设计作品，其

中包括在中国的各个项目作品，把时期不同、对象不同的实物设计作品集于一堂，这对于原

研哉自己都可以说是个反观进而反思的大好机会。

目的

展览的主要目的是展示“平面设计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世界正在飞速变化，设计界亦如此。

我一直在思考，在宏观层面，平面设计是应该积极主动地去给自己制造机会，去主动尝试平

面设计在未来能以什么样的方式渗透到更广泛的领域中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邀请原研

哉以及参加展览的各位设计师来到中国的心脏北京，在地处北京心脏地的前门 23 号，讨论

设计的设计。



我希望通过展览，给未来埋下一粒种子，也希望通过展览，接禅意回家。同时希望要建立一

种方法，发展智力资源去处理各种信息和交流手段。最后，我衷心希望这个展览的内容将触

发人们去更多的思考设计的未来。

在此，特感谢中日双方共襄盛举的机构，在大家同心协力下，才得以成就如此一项别开生面

的展览。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