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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布歇尔回归与重建之道对现代设计的启示

李晓芳

（南京工程学院，南京 211167）

摘要：以荷兰设计师托德·布歇尔的设计案例为启示，分析了现代设计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实践误区，论述了托德·
布歇尔对传统文化的借鉴继承之路与重建新生之道。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历史文化对现代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通

过对传统文化的借鉴与传承，进而实现重塑与创新，最终回归生活本质是现代设计从传统中新生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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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Tord Boontje’s Return and Rebuild of Moder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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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spired by the design cases of Tord Boontje, a Dutch designer, it analyzed the existing errors of modern

design in perception and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discussed how Tord Boontje learned and inherited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so as to rebuild and regenerate modern design. On the basis, it indicated history and cultur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design, through learning and inheriting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thus achieving the remodeling and innovating

of modern design, and ultimately return to the essence of life is the fundamental way modern design rebirthing from the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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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关系，一直是设计理论界

的热门话题。每一个时代的艺术设计和产品设计都

建立在设计师们的知觉感悟、逻辑思维和设计技术手

段之上，反映他们的时代、生活和审美。今天，现代设

计正朝着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然而，很多设计师

往往只是注重创造产品的外观和功能，而忽视了产品

被创造时的本质。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说：“深

深看其本质，你将更好地理解一切”。现代设计与传

统文化应该对立还是融合？现代设计如何弘扬和保

护传统文化？值得人们从深层次加以关注与思考。

1 设计回归的现存问题分析

没有不变的传统，没有崭新的现代 [1]。现代化通

常意味着“西化”？至少在中国、韩国、日本等东方国

家，其意即如此。在这样一种误解之下，许多传统在

现代化的名义下被摧毁，许多传统被现代化所排斥。

现代设计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诸

多认知与实践上的误区。

误区 1：理论研究上的割裂化。每当论及传统与

现代关系的话题，相当部分的设计理论学者总是不

自觉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每每倡言

如何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明抑或是如何让现代文

明接受传统文化。在其观念中，传统与现代总是相

互排斥、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似乎只有在理念上把

传统与现代作为对立面来看，才能做到融合传统与

现代。这种人为的对立与隔阂，阻碍了设计对传统

回归的认知。

误区 2：实践设计中的表面化。现时太多所谓创

新设计只是将“山寨”传统元素作为吸引眼球、追逐利

益的手段。很多设计师只满足于从传统中套用历史

文化符号，却没能够站在更高的地方，理解前人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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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造，看到前人文化行为中的历史必然性，真正从

文化现象中体会到当时的创造者对世界、对自身的理

解[2]。设计是综合性极强的学科，需要设计师具有敏

锐的眼光看清世界，具有丰富的知识理解现状，具有

创造性的智慧引导未来。前人的具体创造固然有其

历史的局限性，但从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中透

射出的智慧永远都值得后人借鉴，永远都有灵感的启

迪。这或许应是人们在对传统复兴设计之前必须具

备的基本态度[2]。

误区3：设计本质的模糊化。在当代设计界，无论

对待传统与现代，有越来越多的设计趋于形而上，要

么热衷于纯粹设计形式的追求，要么热衷于风格孤立

的研究，完全背离了设计的本质。设计的本质，不是

斑驳陆离的风格大战，也不是追求设计师个人品牌的

利用手段，而是为生活需求而设计，以人作为思考的

前提，强调“以人为本”，但长久以来这个概念一直是

模糊的。设计师也许更需要彰显对人类的关怀，而不

是敷衍地“借鉴”传统，不是狂热地追求物质的、技术

的、形式的表面存在。这其实就是从实践中认识自

我，以人性的自我关怀实践的过程，也是沟通传统与

将来的文化过程，是设计本身进化发展的过程[2]。

2 托德·布歇尔的回归与继承之路

2.1 对工业美术运动莫里斯观念的复古

今天的设计，创造新文化、新传统的设计，究竟如

何向传统回归？又该如何从传统中新生？

荷兰设计师托德·布歇尔，1994年取得伦敦皇家

艺术学院硕士学位，1996年正式建立设计工作室，短

短10年，他获奖无数[3]。托德·布歇尔在创作过程中融

入自己对世界、对文化现在和将来的理解，其理念或

许能给人们很大的启发，揭示设计的真正价值。

托德·布歇尔的 Table story系列餐具及其灯系列

在业界与市场都颇受好评。例如，以希腊神话里靠近

太阳飞行而使翅膀融化坠落的少年 Lcarus为主题的

羽翼型灯，还有以彩色森林动物剪影为主题的Shadow

Light灯，以及仲夏夜之灯，让他多次折桂灯饰设计大

奖。此外，他的花草帘设计与Table Story系列的水晶

杯设计，更是炫目，令人惊叹。这些设计都体现了他

的设计理念：以情感、生活为线索，将自然、历史融汇

于设计中，使作品更能引发当代人的共鸣。

托德·布歇尔对花草纹设计的痴迷与威廉·莫里

斯非常接近。19世纪末成立的莫里斯设计事务所设

计的金属工艺品、家具、彩色玻璃镶嵌、墙纸、挂毯、

室内装饰品等，都具有“工艺美术”运动风格的鲜明

特征。这些风格与托德·布歇尔不谋而合，主要体现

在：第一，在装饰上反对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风格；

第二，讲究简单、朴实无华、良好功能；第三，主张设

计的诚实、诚恳，反对设计上的哗众取宠、华而不实

的趋向[4]。最为关键的一点，则是在装饰上推崇自然

主义，吸取东方装饰和东方艺术的特点，采用大量卷

草、花卉、鸟类等为装饰，充满了浪漫的自然主义色

彩，见图1a。

托德·布歇尔的相当部分作品也都围绕“自然”

的主题。他将花草语言创造性地运用于三维立体的

重叠剪纸，创作了多种家居产品，营造出戏剧性的魔

幻自然空间，见图 1b。欣赏其作品可以充分领略托

德·布歇尔对自然与光线的感悟，即将他在森林中散

步时所感受的植物光影融入作品中，散发出仿若童

话故事的仙境氛围。2008年，托德·布歇尔更把工作

室搬到法国森林里，以更亲近的态度追逐自然与光

线的游戏。

2.2 对比亚兹莱唯美主义的继承

除了对自然主题的痴迷之外，托德·布歇尔还创

造性地继承了著名插图画家奥博利·比亚兹莱的唯美

主义，见图 2a，但这种继承又不局限在装饰元素和文

化符号，而是有选择性的，这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其

一，唯美曲线的运用。托德·布歇尔似乎故意在与过

分冰冷的现代主义诀别，采用类似比亚兹莱的唯美曲

线再次呼唤出其对人性的关怀与对生命的热爱。其

二，疏密布局的处理。比亚兹莱善于利用黑白方寸之

图1 对自然主义色彩和图案[5]的运用

Fig.1 Tord Boontje's use of naturalistic colors and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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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疏密变化设置强烈的装饰意味，可谓“疏可走马，

密不透风”，使得画面节奏感极强，这一点也深刻地影

响到托德·布歇尔。在其名为“无花果叶”的衣柜设计

中，大量的无花果叶包裹着一个神秘的衣柜，见图

2b。当打开密密麻麻叶子造型的柜门时，里面是一个

仿生的树枝造型衣架，除此之外空无一物，充满了哲

学思辨的意味。与比亚兹莱不同的是，托德·布歇尔

对将这种疏密布局的处理已经突破了平面，加入了时

间的概念，因此具有从“行为”到“结果”的惊喜。

托德·布歇尔甚至将比亚兹莱以钢笔点状描绘创

作的花篮饰面靠椅摄为灵感，见图 3a-b，代之比亚兹

莱原本的钢笔点状手法以戳孔镂空的手法，将这把椅

子变到现实生活中，见图3c，令人深感不可思议。

2.3 对艺术加工（Art Deco）装饰风格的回归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的Art Deco风潮结合了因

工业文化所兴起的机械美学，以较机械式的、几何的、

纯粹装饰的线条加以表现，如扇形辐射状的太阳光、

齿轮或流线型线条、对称简洁的几何构图等，以明亮

且对比的颜色来彩绘，以远东、中东、希腊、罗马、埃及

与玛雅等古老文化的物品或图腾作为其素材来源，充

满异国情调[9]，见图4a。

Art Deco反映特定年代的社会感情和文化意识，

从秩序、线条、形式、色彩等方面带给人们以审美愉

悦，从文化、理想、象征、历史等方面满足人们更深层

次的需要。

托德·布歇尔对Art Deco风格的回归设计主要集

中在其家具设计上。复古的轮廓、造型皆是从 Art

Deco风格中吸取养分，体现对当代过于极简而失去情

感性的设计反思与背叛，见图4b-c。

3 解析托德·布歇尔的重建与新生之道

3.1 极简主义的启示——减法与简化

极简主义的设计可以形容为最基础的设计，去掉

多余的元素、颜色、形状和纹理，其目的是使内容脱颖

而出，成为焦点。从视觉的角度来看，极简的设计是

平静的，让观者的心灵处在最原始的状态[11]。“极简主

义终结者[3]”——托德·布歇尔的设计方法主要就是体

现在减法与简化上。

其一，结构上的减法。在结构艺术上，托德·布歇

尔有取舍地扬弃，从具象形态中提取造型主题，发现

非再现主体形象的几何抽象表现力；从形态关系出

发，探索纯粹几何形态的构成性，在具体手法上引入

“构”、“动”、“多媒体”等因素，让空间的穿插提供了满

图2 比亚兹莱插图[6]与托德·布歇尔对自然主义色彩和图案的

运用之一

Fig.2 Aubrey Beardsley's illustration and Tord Boontje's use of

aestheticism colors and patterns（Case 1）

图3 比亚兹莱插图[6]与托德·布歇尔对自然主义色彩和图案的

运用之二

Fig.3 Aubrey Beardsley's illustration and Tord Boontje's use of

aestheticism colors and patterns（Case 2）

图4 Art Deco风格设计与托德·布歇尔对Art Deco风格色彩和

图案的运用

Fig.4 Art Deco style design and Tord Boontje's use of art deco

colors and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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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功能的新的可能。其二，造型上的简化。托德·布

歇尔将富于表现力的曲线或具象造型相对集中的保

留并简化，舍弃不必要的部分而着重于整体结构塑

造，将家具表面分割成许多小几何形状框架的方法和

将繁复华丽的装饰改成整体化的现代设计语言表达，

强化了符合现代人生活方式与审美的整体装饰和谐

效果。其三，功能上的移植。托德·布歇尔非常讲究

形式与功能的完美结合，注重探讨和发现减法形态蕴

含的功能，充分利用简化造型甚至几何形态可能具有

的功能，以感觉性、自由性、均衡性的方法创作作品。

3.2 独树一帜的移植——借鉴与重建

被誉为“极简主义终结者[3]”，一方面是因为托德·

布歇尔以极简材料与间接外型为侧重的设计手法，另

一方面他通过这些简洁的语言又传播着复杂装饰。

对托德·布歇尔来说，现代主义并不一定要走简约路

线，现代感亦无须摒弃传统[3]。

托德·布歇尔对传统的借鉴，人们或可从其对威

廉·莫里斯、比亚兹莱、Art Deco的风格汲取中深刻体

会，但是借鉴的更高层次，则是为了重建。例如，他设

计的一款白色靠椅，将巴洛克的曲线造型与涡卷饰

（见图5a）有选择地保留，同时抛弃了巴洛克家具常用

的纺织品包裹式的椅子靠背（见图5b），而采用结构材

料一体化的现代设计语言方式，极为简练地重构了巴

洛克风格与现代简约生活的跨时空交集，见图5c。

3.3 打破设计的界限——跨界与新生

托德·布歇尔的设计囊括家居产品，如灯、桌椅、

窗帘、器皿花瓶、印刷品、装置艺术等，其跨界设计可

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固与日益丰富的市场需求存在必

然联系。究其实质，或可说是源自设计行业本身的边

缘性[7]。艺术与产品设计作为历史文化的表现形式，

是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演变的载体。不同历史和社

会环境催生不同时期各具特点的设计方式和设计内

容，设计的外延及其内涵也随人的物质、精神和情感

的需求而动，不断变化发展。托德·布歇尔的跨界作

品并不局限于其欧洲多元文化的背景，更多体现“大

千世界中、生活中，万物皆为我所用[7]”的理念。从绘

画、建筑、雕塑、自然元素中汲取灵感，从东西方文化

交融中凝练抒情，其中无不蕴涵着设计的本质。

今天，设计已经进入发展更自由、更多元化的时

代。跨界设计，打破自己原有的思维定势，兼容并蓄，

博采众长，标新立异，提升格局，这是趋势[7]。在这一

趋势下，设计师应以更加成熟的心态来对待和深思设

计中的跨界现象。传承经典，交互新生，不能仅仅是

某种形式或元素的简单“挪用”和“移植”。

4 结语

从文化角度看，设计是需要经过历史沉淀的，因

此，在对设计发展的历史回顾中寻找灵感也是必然。

值得注意的是，诸如托德·布歇尔之类的设计师们并

不是完全照搬过去的款式，而是在经典的基础上加以

进化与重塑，进而产生新的创意。从审美角度看，纯

粹的极简主义虽然能为现代人带来片刻的内心宁静，

但是过于纯粹的几何抽象化剥离了大众情感与人文

的感性审美需求，因此某些风格的复古与回归成为可

能。可以说，从设计发展的长河中摄取不同时代的精

髓，不仅是设计师创作的基础和源泉，而且是纠正设

计发展走向平衡之路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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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托德·布歇尔对极简主义风格色彩和图案的运用

Fig.5 Tord Boontje's use of Minimalism colors and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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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需求为主要的设计出发点，保证整个电影海报与电

影在主题反映以及感情基调上的一致性，从而提升海

报的可读性以及增强海报的信息传递能力，并尽可能

的刺激观众的观影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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