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常至极”设计理念的伦理价值分析

周 兴

（北京工商大学，北京 100048）

摘要：通过研究“平常至极”（Super Normal）这一设计理念的内涵，并结合对这一设计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的分析，探

讨了在当前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平常至极”这一设计理念所体现出的三方面伦理价值，即重视人、环境的价

值主体地位；摒弃物的符号价值，强调物的使用价值；重新回归设计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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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research on the Super Normal design thoughts and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when this design

thought came out, it discussed three ethical values of the Super Normal design thought reflecting which were the

emphasis on human and environment as value subjects, the denial of the sign value accompanied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use value, the return back to the nature of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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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至极”是英国贾斯珀·莫里森和日本深泽直
人共同推崇的设计理念。这一词汇最初产生于贾斯

珀·莫里森在一次探讨深泽直人为意大利家具品牌
Magis所做的高脚凳设计的过程中。而其后，贾斯珀·
莫里森和深泽直人于 2006年共同组织了在东京举行

的第一届“平常至极”设计展览，收集展示了包括他们

两人设计作品在内的 204件展品。伴随着展览的举

行，“平常至极”这一设计理念也逐渐广为人知。

1“平常至极”设计理念的内涵

“平常至极”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超级平常、非

常普通等含义。贾斯珀·莫里森曾经在其撰写的一篇
文章中认真讨论过“平常至极”的设计理念。他认为，

长久以来，设计已经变成了一场通过色彩、造型等因

素让产品尽可能变得更加引人注目的比赛，人们常常

把设计等同于是难以接近、价格昂贵或是与普通大众

市场相差甚远的。设计总是在求新求异，追求如何使

产品看上去更加与众不同，反而忽视了对日常生活中

最常见、最普通的产品的关注。贾斯珀·莫里森认为，
那些最常见、最普通的产品设计都是经过人们长期的

使用和改进而自然演化形成的，这种平常性包含了经

过人们实践长期检验的合理性。设计师应该通过研

究这些最常见、最普通的产品，从日常物品的自然演

进历史中，认识并提炼出这种平常性，创造所谓“平常

至极”的设计，而不是人为地去割裂产品造型与其发

展历史的联系

[1]

。正如深泽直人为意大利著名家具品

牌Magis所设计的高脚凳，见图 1。其外形非常“普

图1 Déjà-vu高脚凳设计

Fig.1 Déjà-vu stoo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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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甚至连展览时都被观众误认为是公共坐具而被

搬走使用。

在一次采访中，贾斯珀·莫里森与深泽直人进一
步阐述了他们各自对“平常至极”的理解。贾斯珀·莫
里森认为设计的根基和本质是关心人造物环境并努

力去改善它。“平常至极”设计理念正是强调将设计与

人造物环境联系起来。要在设计中实现这一理念，设

计师应该减少对产品视觉要素的过分关注，而应该关

注产品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以及产品进入人们生活后

的状态。深泽直人则认为理解“平常至极”这一理念

其实并不困难。符合这一理念的产品有 2种类型，一

种是那些已经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看不到任何

所谓“设计元素”的产品，另一种是抓住了所谓“平常

性”本质的新设计。当人们看到这些产品时，他们对

于所谓“经过设计的产品”的印象被彻底颠覆。这些

产品都呈现出一种极致的“平常性”，向人们表达出这

样的理念：与其期待新的设计作品，不如保持长期以

来产品与周围环境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

[2]

。贾斯

珀·莫里森和深泽直人共同组织的“平常至极”设计展
览，见图 2。收集和展示的正是符合这一设计理念的

产品。展览中的这些产品尽管外形看上去都平淡无

奇，很多甚至连设计者都无从考证，但是每一件都深

深地融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从贾斯珀·莫里森与深泽直人的探讨中，可以看
出，“平常至极”这一设计理念强调的是，尊重产品设

计的自然演进历史及其与周围环境的联系，回归设计

的本源，避免在设计中刻意地表现某种风格或是进行

个人化的表达。

2“平常至极”设计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

“平常至极”这一设计理念之所以强调“回归设

计的本源”，这与当前设计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

的联系。当前社会已经步入波德里亚所描绘的“消

费社会”，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

们身边“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

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

[3]

”消费取代了

生产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成为了整个社会的

中心。在大众传媒等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人们

的欲望不断地被激发、甚至是被制造出来。在消费

社会中，只有使人们持续不断地消费，才能保证社会

经济的正常运转，并最终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需要。

然而，人们对于产品使用价值的需求最终是有限

的。为了保证消费行为的持续性，产品被赋予了新

的符号价值，成为了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的象

征。人们对物品的消费不再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

而是对符号价值的消费。

在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设计的商业价值越来

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在企业中也渐渐获得了前所未有

的地位。然而，与商业越走越近的设计，却慢慢背离

了其本质，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刺激人们消费的手

段。为了追求所谓的“创新”，满足消费者对新的视觉

形式的期待，设计师们绞尽脑汁，利用色彩、造型或是

各种新奇的形式，尽可能地创造出夺目的新产品，捆

绑上各种诸如时尚、流行、前卫的符号意义，源源不断

地推向消费市场。设计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视觉污染，

成为了消费主义的帮凶。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设计

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主要表现在炫耀性消费产品

设计、非理性的时尚产品设计、享乐主义产品设计、不

可持续发展产品设计等等

[4]

”。很多设计师、学者开始

逐渐意识到设计的这一改变，例如：艾里克·赫罗在
1970年提出：“今日设计者本人已经成功地将工业设

计转化为一种手段，以大量生产、大量购买、大量消

费，还大规模地毒害数不清的环境……，如果这种断

言适用的话，这就意味着‘设计’要么沦为自我破坏的

手段，要么使它超越人们所熟悉的现状，成为更加合

理世界中的生存的手段

[5]

。”“平常至极”这一设计理念

正是在设计面临“向左还是向右”的选择时，对设计

“回归本源”的呼唤与反思。

3“平常至极”设计理念的伦理价值

面对消费主义，“平常至极”这一设计理念呼唤

“回归设计的本源”，避免消费主义的侵蚀，对于建立

图2 第一届“平常至极”设计展 东京

Fig.2 The first Super Normal exhibition in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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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设计伦理观有着积极的意义。其伦理价值主

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重视人、环境的价值主体地位。

“平常至极”设计理念强调尊重产品设计的自然

演进历史及其与周围环境的联系，这其中体现了对人

和环境作为价值主体地位的重视。日常生活中的产

品设计，在长期的自然演进历史中，是由无数的使用

者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地一点一点改进而来，其造型有

着某种“合理性”。例如：在“平常至极”设计展览中展

出的回形针，其样式演变前后经历了近 60年，才基本

定型为今天的样式。同时，产品也在长期的演进中与

周围的环境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关系。尊重产品设计

的自然演进历史及其与周围环境的联系，就是对这一

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和环境因素的肯定。

2）摒弃物的符号价值，强调物的使用价值。

“平常至极”设计理念强调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

中，应努力避免在设计中刻意地表现某种风格或是

进行个人化的表达。这使得设计师能够避免在消费

主义的影响下，片面追求某种风格或个性所带来的

符号价值，而重新回到基于产品使用价值的设计原

点。“平常至极”这一设计理念将那些默默无闻、毫不

张扬却设计合理、性能优良的日常用品，推进了人们

的视野之中。人们也开始逐渐意识到，日常生活中

所需要的种种便利，正是由这些朴实无华的设计所

提供，而不是那些出现在时尚杂志中的设计前卫、个

性张扬的设计。

3）重新回归设计的本质。

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设计陷入了“为创新而创

新”的漩涡，背离了设计最初的本源。“平常至极”设计

理念强调“回归设计的本源”，即回归对设计本质的正

确认知。设计，从本源上来说，其目标应该是使人类

生活变得更美好，建立人、产品、环境彼此和谐的关

系。只有正确理解设计的本质，才能在消费主义的冲

击之下，确保设计正确的价值取向。

4 结语

在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平常至极”这一设

计理念的提出，重新引发了对于设计本质的讨论。“从

这个意义上说，Super Normal的真正价值并不止于向

人们灌输理念和传授方法，而是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

引导设计师在进行每一次设计的时候都能够去认真

思考：设计的本质是什么，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去进行

设计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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