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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日常生活中的纸材料为研究对象，从3个层面论述纸材料的设计价值：纸材料设计形式的创新能够创造产

品新的功能价值；纸材料的自然之美与精微之美所具有的审美价值；纸材料的环保价值是通过设计创新节约资源与

保护环境。将环保价值作为设计评价的重要参照指标，以环保的标准来指导设计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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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rospective of daily life，it discussed paper materials design value from three aspects：innovative

forms of paper material design to create new value；aesthetic value with the paper material of natural beauty and the

subtle beauty；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paper material with the ai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value.

To guide the design practice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andard，not only consider short-term economic benefits but

also consider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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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世纪 70年代“能源危机”爆发以来，人们

逐渐意识到环境资源的有限性。特别是到了 19世纪

末，设计师们开始对一个世纪以来设计发展历程进行

深刻的反思，追问设计的本质与目的，思考设计的价

值与意义。设计师们普遍认为设计不应该仅仅停留

在形式的创新上，更应该考虑到资源的节约，考虑到

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纸材料的设计价值越来越多

地被设计师们所关注。究竟何为设计价值？《设计价

值论》认为：设计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下所产

生的一种正负效应。设计价值的正效应是以人为主

体的创造力使物品的设计更趋完美，客体人造物使人

类社会自由全面的发展。设计价值的负效应是以人

为主体的设计创造使物品对社会发展起到反面作用[1]。

以价值标准对设计的创造性活动的各方面问题进行

分析、评价和选择，为设计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路

径。纸材料设计价值包括：强调设计使用性的功能价

值、注重人的知觉体验的审美价值和节约资源与保护

环境的环保价值。

1 纸材料的功能价值

纸材料的功能价值指的是纸产品的设计满足人

们的使用需求。中国古代设计具有很高的智慧机巧，

纸灯笼的设计解决了纸能包住火的问题，见图 1。灯

笼其外层以铁丝制成骨架，骨架上蒙以半透明的纸材

料，灯笼内燃灯烛。纸材料围合起来的空间形式改变

了纸的功能性，形成了一个可以用的空间，从“纸不能

包火”改变为“纸能包火”。中国古代油纸伞也是巧用

纸材料的经典设计，见图 2。油纸伞用一种涂上原生

态熟桐油的棉纸作为伞面，涂完油的纸伞从“纸挡不

住水”变为“纸可以挡住水”。从纸灯笼到油纸伞体现

了中国先民们在日常生活中突破常规、挑战极限的智

论坛与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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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纸灯笼

Fig.1 Paper lanterns

慧与创造力。

《考工记》中有这样的论述：“天有时，地有气，材

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2]”。也就是说

设计活动要顺应气候与时令的变化、适应地理条件的

不同、巧用材料、适宜工艺，4种因素有机的结合，可以

产生优良的设计产品。纸灯笼和油纸伞都是巧用纸

材料的形式，把纸材料的原本功能进行了拓展与转

化。东西方设计师们对形式与功能有着不同的诠释，

美国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曾提出“形式追随功能”的

理念，西方设计的“功能论”更强调设计活动中设计产

品的形式由功能决定 [3]。而中国古代造物更讲究"象

以载器，器以象制"观点，强调形式与功能的互动统一

关系。一个实用的设计物品应该是功能与形式并重

的，设计功能可以决定设计形式，反之设计形式的创

新能够创造产品新的功能价值。

2 纸材料的审美价值

纸材料的审美价值是纸产品给人以心理情感和

精神上的美感体验。审美不仅指设计的形式感，也包

括形式感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等。审美价值的取向与

时代的背景、历史、文化等相互关联。在日本现代设

计中，许多日常用品以纸材料来塑型，把纸材料的艺

术美感发展到极限。日本著名设计师铃木康广设计

了一套圆白菜纸碗，见图 3。他用纸材料精确的塑造

了碗状的圆白菜叶子的造型，整个纸碗重量相当于一

个真实圆白菜的重量。圆白菜的每片叶子分开时被

当作碗来使用，合在一起就是一颗圆白菜[4]。圆白菜

上细密的叶脉和肌理被清晰的表现出来，给人以一种

精微而细致的触觉和视觉体验。另外一个典型案例

是蜂巢纸台灯设计，见图 4。这款造型别致的灯具造

型原理很像节日里常用的纸拉花，以日本和纸为材料

形成精细的蜂巢形状的台灯罩，呈现出纸材料细腻的

美感。这盏纸灯便于收藏，折叠起来可以变成一本普

通笔记本，给人以细腻精巧的审美体验。日本设计师

普遍认为事物的细部隐藏着无限的设计可能性，产品

设计应该是细节的丰富与整体纯粹性的统一，细节存

在于整体之中，也就是“多即是一，一即是多”的造物

哲学[5]。这也体现了日本设计大道至简、寓美于朴的

美学思想。

纸材料可以塑造出非常精美的设计作品。纸材料

的审美有2个层面的意义。其一，自然之美。纸材料制

作成分来自于自然，自然材料具有一种质朴的美学趣

味，自然是美的源泉，也是唤起审美情感的源泉。特别

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身边的许多金属、塑料的工业产

品给人以冰冷、刻板印象。纸材料的设计能够唤起人

图2 油纸伞

Fig.2 Oiled paper umbrella

图3 圆白菜纸碗

Fig.3 Cabbage paper bowl

图4 日本蜂巢纸台灯设计

Fig.4 Japan honeycomb paper lamp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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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记忆深处对自然万物的情感记忆和美的记忆，让人

们暂时忘记都市工业生活的紧张、冷漠与喧嚣。其二，

精微之美。纸材料的精微度是除了量的维度之外一种

质的追求的维度，也就是纸材料设计造型要考虑材料

细微的质地、质感。质感是“五感”（视觉、听觉、嗅觉、

味觉、触觉）中的触觉美感，通过纸材料的细微材质的

变化调动人的触觉感官的审美。但是，纸材料的形式

美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会导致设计负价值的产生。

造纸的原材料都是通过大量的砍伐树木获得的，森林

资源的破坏日趋严重。设计师们需要警惕的是以纸为

料的设计要保持克制与适度，在纸材料美感与纸材料

过度消耗的矛盾之间找到一个价值平衡。

3 纸材料的环保价值

纸材料的环保价值指的是以纸为料设计所产生

的社会意义。特别是工业社会人类遭受大量的资源

浪费与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后，越发地感到纸材料的设

计创新对于环境保护的价值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

义。日本设计师不断探索纸材料的可塑性。1995年

的日本神户大地震之后，设计师坂茂以纸管为材料为

难民们设计了临时性纸屋，见图5，他的这一设计不断

挑战纸材料设计的极限。这种纸管所建造的避难所

只用几个小时工期就可以自己动手搭建，而且纸筒保

暖与防潮也比帐篷好的多，并且可以持续使用长达 5

年之久[4]。2000年德国汉诺威博览会上，日本馆“超级

纸屋”的纸材料建筑更是把纸的可塑度与可能性推向

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设计再次让国际设计界所惊

叹，见图6。“超级纸屋”的设计再现了日本民族的传统

文化和对纸材料的创新精神，馆内的结构木格障子来

自于日本传统木屋的结构形式。白天自然天光照射进

半透明纸窗，营造出舒适柔和的展厅环境，夜晚馆内光

线照射下纸窗又呈现出具有神秘感的光影屏幕，营造

出富有日本传统民族风情的展示空间[6]。日本馆的建

筑以纸为料十分切合本届博览会关注环保和资源再利

用的出发点，与本届博览会的主题“人、自然、技术”遥

相呼应，体现了一种东方的设计智慧与设计哲学。

大型活动建设的场馆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活

动之后场馆的再利用问题。以钢筋混凝土建造起来

的建筑造价高、建造周期长，活动之后利用率非常低，

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从日本地震后的纸质“临

时避难所”到德国汉诺威博览会日本馆“超级纸屋”，

设计师独辟蹊径以纸为料进行了一种全新的探索。

以纸为料的建筑建造方便实用，拆除后能够分类回收

和重新利用。绿色设计的核心是“3R”的原则：减量化

(Reduce)、再利用（Reuse）、可循环（Recycle）[7]。以纸为

料不仅可以降低设计成本、方便回收与再利用，还能

被环境自然分解。

以纸为料给人们的启示，就是对工业社会造成的

资源浪费和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的反思，通

过设计创新转变工业文明发展方式，推动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设计终极价值不应该过度追逐产品外观上

的标新立异和商业利益，而是要把设计的目光放在真

正意义上的创新上。以一种更为负有社会责任的态

度去创造产品，考虑人、产品与环境之间可持续发展

的关系，强调设计的短期利益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4 结语

纸材料设计起源于中国，但在日本当代设计中

（下转第91页）

图5 神户地震后临时性纸屋

Fig.5 After the Kobe earthquake paper house

图6 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日本馆“超级纸屋”

Fig.6 Hannover Germany Japan Museum of World Exposition

"super paper house" i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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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Meeting area

（上接第83页）

发扬光大。从中国古代的纸灯笼、油纸伞到日本的圆

白菜纸碗、蜂巢纸台灯，从日本神户震后的难民避难

纸屋到德国汉诺威博览会的日本馆，纸材料的功能价

值不断的被突破，纸材料的审美价值不断的被拓展。

更为重要的是，环保价值的提出反映了对商业社会资

源过度消耗引起的生态破坏问题的反思，引发了设计

师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回归。早在20世纪60年

代末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纳克的《为真实世

界而设计》就鲜明提出自己的观点：设计应该为广大

人民服务，设计创新要更多的考虑环境资源有限的问

题，以消费和商业为导向的设计严重背离了设计的初

衷，作为设计师应该认识到资源的危机[8]。在消费社

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利润是强大的设计驱动力，

调和价值理想与商业现实之间的隔阂并非易事。环

境与资源涉及到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需要全社会

从资源有限性的高度来认识环境保护的迫切问题，建

立起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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