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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瑞士星期五包的灵感来源与其发展应用为启示，论述了再生设计的核心内涵。不仅要通过材料回收再利

用的方法，让设计回归自然，更要作为设计思想表达的媒介物，把精神信息和文化内涵传播到平实的生活中来。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未来生态之城，营造智慧地球的美好设想，结合人类物质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的成因，分

别阐述了这两方面的解决办法。通过星期五包这一成功运作的实际案例，倡导一种回归自然、低调朴素的生态平衡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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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the inspi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reitag" bag as inspiration, on a basic point, it demonstrated the

connotation of regeneration design. Not only do we bring the design back to nature by recycling the material, but also

take it as a medium, spread the spiritu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content into daily life.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cause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eco crisis, it put forward an idea that establish a future eco city and build a wisdom earth. It also

put forward the solutions. Being in the accelerating period of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consumption is increasing

rapidly and the energy is consumed abundantly in our country. It advocates returning to nature and having an ecological

balance by analyzing the successful case of "Freitag"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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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劣，人类把关注的目光逐

渐转移到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抑制能源过度消耗等

问题上来，并把它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创造

平衡的生态环境以满足人类长远发展的需要，已成为

每一个地球公民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努力打造

绿色的生活方式，已成为当前社会的主流认识。

面对物质文明下工业化大生产的过度消费，当前

设计师都在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绿色设计的理念也

被导入到工业设计的范畴中来，“绿色设计的核心就

是‘3R’，即Reduce，Recycle 和Reuse。不仅要尽量减

少物质和能源的消耗、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而且要

使产品及零部件能够方便地分类回收并再生循环或

重新利用

[1]

”。随着近年来绿色设计的大行于世，西方

社会不断总结其内涵和外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

“Reclaiming Design”,再生设计，这里以瑞士星期五包

为例，浅述再生设计产品的发展与影响。

1 再生设计的核心内涵

设计是一种人类思想意志并加诸于自然物的创

造性思维活动，它始终存在于人类的历史发展之中。

田中一光在《设计的觉醒》中谈到：“汽车会破坏环境，

飞机会加速消减各种不同文化的自立性，而电视则会

让人情味的沟通行为丧失。21世纪无法回避对 20世

纪的反省和挽救之责任。设计也无法脱离“环境的再

生”、“消费－使用－丢弃的文明怪圈”以及“人情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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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这三重考量而存在。思考已受损的地球再生设计

……

[2]

他的这些话给设计师带来不少的警示，无印良

品这一品牌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信息的媒介物代表

了日本当代的新思潮，影响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代亚

洲设计师们，带给人们在面对人类精神生态危机的缺

失中一个良好的范例。

“Reclaiming Design”，再生设计的核心内涵可以

分为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对现存可用物品的再次设

计。就如改良设计、改进设计等。通过对技术、材料、

艺术、情感等深入提高，来提升产品的社会价值和经

济价值；二是对现存废旧物品的再次设计。这个层面

上的再生设计是指“生态学”趋向的设计，以生态设

计、绿色设计、可持续性设计为出发点，但是与传统的

生态设计相比，在这个层面出发放入“再生设计”不仅

看重的是生态的理念，而是一种作为设计思想表达的

媒介物，用以传达精神信息和文化内涵

[3]

。设问如何

建立未来的生态之城，营造智慧地球见表1。

2 星期五包的设计灵感来源以及销售模式

让设计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设计理念，是一种

还原的过程。它拉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凝练出人类

共性化的语言和审美认知，跨越了种族与文化的界

限，无国界化完成了人类精神领域的思想共识。瑞士

是一个纯净而美丽的国家，不光以风景名胜闻名于

世，其所倡导的绿色和平的人居环境更是其精神领域

的突出表现。在苏黎世的街头随处可见人们背着名

叫“Freitag”这个牌子的包。这款利用回收成品制成的

包是在 1993 年由瑞士的 Freitag 两兄弟创办的。

“Freitag”在德语里是星期五的意思，同时也是星期五

包的创始人丹尼和马库斯两兄弟的姓，星期五包由此

而得名，见图 1。创办 17年以来，由当初的小型工作

坊，发展到至今为止百余位员工的生产规模。每年回

收 200余吨的旧卡车防雨布，75 000只脚踏车内胎和

25 000根废弃的安全带。缝制车间遍布葡萄牙、突尼

斯、法国等诸多城市。在苏黎世开了首家旗舰店之

后，在德国汉堡，法国等诸多城市也相继开了分店。

1997年，获得瑞士最佳设计奖，2010年被收录进瑞士

NEWCOME最佳设计名录。

3 星期五包的消费群体

作为一个年轻的品牌，在短短数十年内，它作为

这个时代的媒介物，成为了西方社会传递精神信息和

文化内涵的派生产品。在美国很多脚踏车快递和脚

踏车爱好者都使用星期五包，并不是只有极端倡导绿

色和平人士才会购买此款包，它所倡导的和谐生态环

境的理念，被融入于设计中，使现代人的购物消费理

念产生一致的共鸣性。正如在无印良品这一日本品

牌的目标群体定位时，田中一光是这么理解的：“对于

这种不进行装饰的思想，获得了很多充满知性与感性

的人们支持……与其他过度或配色的物品相比较，人

们可以感觉到它非常的知性。这可以说是，已经成功

地展现出以素质为优先的意象了

[4]

”。

4 星期五包的材料回收再利用

再生产品是由设计师经过艺术加工后的不可复制

性产物，取得了在回收价值、资源价值以及环境价值等

方面的成功，更在精神价值上得以体现。Freitag两兄

弟就是用大卡车的防雨布、废弃的安全带、安全气囊和

表1 设问如何建立未来的生态之城，营造智慧地球

Tab.1 Ask how to build future ecological city and wisdom

earth

图 1 星期五包之父：丹尼和马库斯兄弟

Fig.1 "Freitag" bag′s father: Danny and Marcus br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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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车内胎等，通过人工切割缝制作成的这款包。

Freitag兄弟本身就是自行车爱好者，他们骑着脚

踏车，后座放着自行车斜挎包，周游在瑞士、德国等城

市边境的时候，在突发奇想中得到了灵感，决定设计

一个牢固耐用、可以防雨且携带方便，又便于长途运

输的包，同时又要考虑可回收性产品的回收收益、回

收成本、生产成本和后处理成本等方面因素，经过长

期试验，最终创造出以他们名字命名的这款包——简

称“ F-BAG”。“Freitag”包的制作过程见图 2，“Freitag”

品牌成品包样例见图3。

5 自定式网络销售手段

至今为止，星期五包已有超过 40种包型，每年超

过 120 000件的销售额。自 2002年起，星期五包又推

出了网络个性选购的销售模式，购买者可以直接通过

官方网页进行DIY式的自定义式选购，见图 4。选择

内容包括大卡车的防雨布图案，包的大小尺寸，直送

速递等的一整套服务。购买者可以直观地在该品牌

官方网站上查看大卡车防雨布的展开图，自行选取自

己中意的图型与款式，绝对没有重复的产品，专属独

享的营运方式满足了现代人追求独特、期待唯一性产

品的个性化需求。星期五包的缔造者正是在对产品

的回收性结构造型进行详细的描述和细致的分析之

后，结合生态环境与再生设计理念，统领了整个设计

行为和产品的销售规划。网络个性化销售模式的启

用让星期五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大节约了人力

与运输成本。今天，星期五包不但已作为艺术品进入

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更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穿梭

于世界各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让倡导平衡生态环境

的精神理念融入每一个住在地球村人类的心中。

6 结语

再生设计的应运而生有其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就全世界而言，世界各地都面临着能源紧缺的问题，

中国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社会发展的进步举

世瞩目，然而粗放型生产、过度性消费的问题也在困

扰着当今中国社会，资源索取的无度造成的环境负担

已不堪重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往往是世界的

风向标，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意味着在解决全人类的

问题。如何抑制每年急剧增长的生产和消费态势，一

方面，要通过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和禁止性措施的执

行；另一方面，设计师也有社会义务和责任，通过设计

产品回馈社会，逐步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的生活和生

存方式。

设计师作为连接产品与人之间的纽带，以设计产

品取得设计师与消费群体的认同感，能引导并改变人

们使用产品的方式，并逐步提高人们的个人修养与消

费品味。作为设计师，一来要在设计中积极地使用新

型能源，二来要利用目前所生产和消耗的材料进行再

生设计。以交通工具为例，试想不久的中国，每年有

多少辆报废的交通工具等待着人们来回收和再生产。

设计师作为社会文化的传播者，在某种意义上推

动着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倡导再生设计的理念不仅

仅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公益活动，或者说是交换空间

里“旧物改造”的一场电视节目，再生设计作为一种强

（下转第89页）

图 2 "Freitag"包的制作过程

Fig.2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Freitag" bag

图 3 "Freitag" 品牌成品包样例

Fig.3 "Freitag" sample

图 4 "Freitag" 品牌官方网站上的自我定制模式

Fig.4 Self-customization mode in "Freitag" official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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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主观情意”

[8]

。在提倡多元化的今天，设计在体

现高薪技术、提供良好功能的同时，还充当着表现民

族传统、人文特点、个性特点的多重角色

[9]

。因此，高

新技术不是设计创新的本源，它仅仅是创新的外部条

件；先进的电脑工具与技术手段不是万能的，它只能

作为艺术家或设计师创作的“拐杖”。在当前电脑数

字化技术手段推动设计走向时代前台的表象中，切不

可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创新思维、方法等对于

设计生命力的本质作用。

通过反思认识到，设计教育必须遵循辩证统一的

思想方法与实事求是的办事原则。既要培养懂电脑

技术、工艺的技能人才，又要重视培养具有创造性、责

任感、民族性的创新人才；在设计创新的过程中，既要

重视工具、技术的客观因素，也要重视人的主观创新

因素；设计作品要关注情感，体现人性化，关注环保，

体现责任感，创造个性，体现创造性。“设计的要义是

创物-创生-创符-创和，即创造真的日用产品物品、善

的生态智慧环境、美的视觉传达符号，以利于人类的

和谐同存悠久共存

[10]

”。

4 结语

综上所述，电脑数字化技术在印刷设计领域的应

用，促成了印刷设计行业的历史性转变与跨越式发

展，促进了行业新经济模式的转变与生产力的提升，

增强了“中国制造”的质量水平、市场竞争力与国际地

位，推动了印刷设计行业专业技术人才的推陈出新。

世界发达国家工业现代化道路与中国改革开放

发展经济的实践表明，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手段替代不

了设计的创新要求，电脑并非人脑，仅仅是辅助工

具。在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快速融合，多元化

与个性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的背景下，应该努力

探索技术手段、创新思维、民族艺术、传统文化等多方

面的有机结合，培养好数字化时代所需的本土创新设

计人才，创造出更多、更好、更美的作品。在全球科技

进步光环的照耀与中国社会转型期浮躁的情势下，既

要驾驭好科技“利好”造福于社会经济及文化教育，也

应遵循设计艺术的客观规律与创新要求，多点理性、

多点反思。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日益成熟，代表先进

的创造观念和方法必定会溶入本土

[11]

。中国的设计教

育与产业经济必将会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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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驱动力推进着一个时代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

式并非必须异常节俭、过度绿色环保的非常态化生

存，而是倡导一种尽可能低调朴素的生活方式，倡导

一种回归自然、平衡生态环境的绿色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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