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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代序

方� 海�

北欧设计为什么这么好？——北欧设计的灵魂

人类在过去1 5 0年中所积累的物质成就超过了在那之前的发展总和。

在这样一个发达文明显著集中的时期，包罗万象的北欧文化占据了其中十

分重要和影响深远的地位。例如，瑞典博物学家和探险家林奈，作为人类

历史上最伟大的开拓者之一，通过对植物学的分类研究，使人类对大自然

的了解前进了一大步，“上帝创造了大自然，而林奈把他们进行了分类并

引导人们进行有效的研究，从而真正认识自然”。

瑞典人阿尔弗雷德 •伯纳德 •诺贝尔在19世纪末创立的诺贝尔奖在世界

学术的各个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可以说，19世纪到2 0世纪一百多年

的科学发展进程是在诺贝尔奖的鼓励与引导下完成的。与此同时，撇开诺

贝尔和平奖在某些时期的政治争议，诺贝尔和平奖在我们这个时代毫无疑

问为全球和平不断地带来福音。瑞典人诺贝尔设立的这一全球最重要奖项

在引领世界科学艺术与和平的潮流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将瑞典和其他北欧

国家引入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并且，这种发达的含义是建立在生态保护和

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

一、北欧设计的发展轨迹

我们这里将着眼于北欧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北欧设计。设计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而发展，并同样遵循

着“风水轮流转”的客观规律。与世界上各大文明古国相比，北欧各国要

年轻得多。如今引领世界设计潮流的北欧各国，在1 9世纪中叶以前还属于

“欧洲的农村”，许多人需要为基本生活而奔波。北欧在1 9世纪后半期开

始步入文化建构时期，但基本上追随着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当时“发达

国家”的时尚。然而，北欧各国在1 9世纪末开始意识到一味追随西南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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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尚的危害，并开始努力寻求民族个性，芬兰建筑大师老沙里宁以其出

色的民族浪漫主义设计风格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老沙里宁一百多年前设计的赫尔辛基火车站至今仍是芬兰最重要的

标志性建筑之一，同时他在室内、家具、灯具及各类日用品设计上的杰出

成就也为后代建筑师和设计师们提供了光辉的榜样。老沙里宁的前半生为

芬兰和欧洲播下了创意设计的种子，而他的后半生则投身于美国的建设和

建筑与设计教育中。他所创办的匡溪设计学院成为全美最有影响力的设计

学府，从这里走出的小沙里宁、伊姆斯夫妇等顶级建筑与设计大师，对美

国和全球的建筑与设计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芬兰人对自然的亲近和理解也许是芬兰这个民族不断产生世界级设

计大师的原因之一。老沙里宁之后，阿尔瓦 g 阿尔托成为影响全球建筑与

设计发展的另一位芬兰大师。阿尔托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城市规划与设

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工业设计及日用品设计诸方面都有

开创性的成就。同时，作为芬兰科学院的院长，阿尔托对芬兰的国家设计

政策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老沙里宁和阿尔托作为全才设计师，对北欧的

后代设计师们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理念和实践以及对社会的贡献

告诉人们，设计无界限。老沙里宁对小沙里宁的建议更是设计界的箴言：

当你设计一件椅子的时候，你必须从整个室内的角度来考虑；当你设计一

处室内的时候，你必须从整个建筑的角度来考虑；当你设计一座建筑的时

候，你必须从整个城市的角度来考虑。

与阿尔托同时代还有一大批北欧的建筑与设计大师，例如瑞典建筑大

师阿斯普隆德和丹麦设计大师凯尔 •柯林特，但最突出的就是丹麦另外两

位建筑与设计大师雅各布森和伍重。人们都知道伍重设计了悉尼歌剧院，

却很少有人知道伍重也设计了大量的家具、灯具、玻璃器皿等日用品。而

雅各布森则被公认为北欧学派仅次于阿尔托的世界级大师。除大量的引领

设计时尚的建筑作品以外，雅各布森的家具、灯具、餐具等工业设计产品

不仅是人类设计史上的经典，而且至今仍是众多公共场所和家庭的最爱。

与此同时，芬兰设计大师塔比奥 •威卡拉和凯 •弗兰克等也以独特而精美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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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1 芬兰赫尔辛基新音乐中心

图2 芬兰赫尔辛基阿尔托工厂讲演厅

图3 芬兰赫尔辛基莱帕瓦拉图书馆室内一角

图4 芬兰赫尔辛基莱帕瓦拉图书馆门厅

图5 芬兰赫尔辛基莱帕瓦拉图书馆休息厅

图6 挪威奥斯陆某宾馆大堂休息厅

工业设计产品震惊和影响着世界。

二战以后，直到 2 0世纪六七十年代，丹麦和芬

兰成为引领全球设计潮流的重镇。柯林特和雅各布

森所开创的丹麦设计学派人才辈出并各领风骚。汉

斯 •魏格纳从中国古典家具入手，同时结合丹麦、英

国等民间家具传统，创造出一系列源自传统却超越传

统的经典佳作。芬 •居尔则将中国古典家具的雕塑特

性和西方古典家具的浪漫情怀相结合，创造出艺术气

质极为浓厚而功能上也非常完美的艺术精品。维纳 •

潘东作为雅各布森的助手，虽接受严格的古典主义训

练，却成为现代浪漫主义设计的旗手之一。他在室内

设计、展览设计、工业设计等诸多方面的成就，对材

料学、色彩学、社会心理学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为我

们这个社会的绚丽多彩贡献良多。

与此同时，芬兰设计大师塔比瓦拉在阿尔托全

身心投入芬兰的城市建设之后，成为芬兰设计界的新

旗手。塔比瓦拉的专业实践经历注定了他要成为世界

级大师，他曾作为柯布西耶的助手在巴黎工作一年，

尔后又成为阿尔托的助手，在赫尔辛基主持了大量的

建筑与室内设计工程，同时开始在赫尔辛基理工大学

和艺术设计大学任教。5 0年代初，塔比瓦拉受密斯

邀请，在伊利诺理工学院担任建筑学教授。从美国回

来后，塔比瓦拉开始在室内设计、家具设计和其他工

业设计方面展示了全方位的卓越才华，其产品至今

仍在生产。更重要的是，塔比瓦拉作为赫尔辛基艺术

设计大学的灵魂教授，培养了几代设计大师，其中最

重要的是库卡波罗和艾洛 •阿尼奥。库卡波罗是当今

最重要的家具设计和工业设计大师，北欧功能主义

设计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库卡波罗自2 0世纪 5 0年代

以来设计出的上百件家具和工业设计产品，早已列入

世界各大博物馆的经典收藏。他在办公家具及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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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瑞典马尔墨海滨生态住宅区之一

图8 瑞典马尔墨海滨生态住宅区之二

图9 瑞典马尔墨海滨生态住宅区之三

图10 瑞典马尔墨海滨生态住宅区之四

图11 丹麦新皇冠酒店外观立面

图12 丹麦新皇冠酒店三楼的过厅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图12

工程学方面的研究更是为这一领域树立了卓越的榜

样。而艾洛 •阿尼奥则开创了芬兰设计学派中另一完

全不同的方向，以来自自然和艺术灵感的设计思维成

为北欧浪漫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阿尼奥和维纳 •潘

东也被认为是 2 0世纪 6 0年代全球波普设计的最重要

代表人物。

此外，这一时期的重要设计大师还包括芬兰的

诺米斯耐米夫妇、蒂蒙 • 萨帕奈瓦，丹麦的雅 • 荷尔

蒙、娜娜 •蒂塞尔，瑞典的布鲁诺 •马松、英格吉德 •

拉曼和挪威的彼得 •奥布斯威克，他们都以各自独特

的设计思想、设计手法及对材料的研发和使用创造出

丰富多彩的设计经典，并影响着世界各地的业内同行

和普通人的生活方式。

2 0 世纪 4 0 年代到 8 0 年代是北欧设计的黄金时

代。众多的北欧设计大师们，在所参加的所有世界级

的竞赛及博览会中，独占鳌头，使北欧设计成为引领

时尚的最重要源流。8 0年代以后，世界格局展示出

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仅在欧洲，北欧各国、荷兰、德

国、法国、英国、瑞士、西班牙、意大利等都各自创

造出自己的设计理念和品牌。而美国、南美各国及亚

洲各国在设计上也都异军突起，地域主义设计理念

和对生态保护和环境的深度思考成为设计发展的最

重要元素。在这方面，北欧设计仍以其一贯的以人为

本的思考对当今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合

理答案。

二、北欧各国和而不同，各具特色

在名扬世界的各类设计与产品的著名品牌当

中，北欧的品牌总是质量与温馨的象征。以汽车为

例，北欧的品牌在全球的销量显然无法与美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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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芬兰阿尔托佩拉花园城市中心图书馆

图14 芬兰阿尔托佩拉花园城市主教堂室内

图15 奥斯陆奥林匹克宾馆大堂一角

图13

图14

图15

和德国相比，但沃尔沃却长期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汽车

品牌。再以相机为例，不管是美国、德国还是日本，

都以其出色的产品与销售策略占据着全球的主体市

场，然而，在 1 9 6 9年美国将宇航员第一次送上月球

之时，为宇航员选用的却是瑞典的哈苏相机。在陶瓷

和玻璃等日用品设计上，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历史悠

久并名扬世界的中国、日本等古老文明的设计品牌，

但北欧各国的陶瓷与玻璃设计却能异军突起，为世界

贡献出既符合日常生活需要也凝聚时代精神的精品

设计。

在长期的设计探索与实践之后，北欧四国，即

芬兰、丹麦、瑞典和挪威（冰岛在一段时间内被列入

北欧行列，苏联解体以后，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

也开始在设计上接近北欧四国），逐渐摸索和形成了

相对一致的设计理念，并在此框架下，通过不同的设

计手法和艺术特色成功地进一步发展为四种学术流

派，从而使北欧设计经久不衰，且孕育了一批又一批

影响世界设计领域的大师级人物。

在北欧四国当中，丹麦、瑞典和挪威都是传统

的王国体制，唯有芬兰是新兴的共和国，这也从某

种意义上决定了芬兰设计当中极其独特的创新意

识及手法。相对而言，芬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只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在现代设计领域，芬兰

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建筑界有影响全球的顶级建

筑大师沙里宁、阿尔托、比尔蒂拉和帕拉斯玛，设

计界有享誉世界的创新全才塔比奥 •威卡拉、凯 •弗

兰克、诺米斯耐米和库卡波罗。芬兰不仅是世界名

列第一的造纸大国，其造纸机械也占有全球最大的

出口量。此外，芬兰还拥有名列全球第二的通力电

梯，更不要说在设计界长盛不衰的诺基亚、玛丽梅

克（M A R I M E K K O）、阿代克（A r t e k）、伊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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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丹麦新皇冠酒店大堂接待厅

图16

（ I t t a l a）和阿旺特（Av a r t e）。对设计的极端重视

使芬兰将设计立国作为基本国策，不仅在设计上收获

巨大，同时也促进了芬兰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并进而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当中，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生

态环境，在过去二十年联合国每年的人居调查报告当

中，芬兰的人居环境始终名列前茅。

同芬兰一样，北欧小国丹麦也是全球公认的设

计大国，其设计传统来自多方面的传统积累。与芬兰

不同的是，丹麦在欧洲历史上曾经是一个老牌帝国，

在中世纪及其前后的一千年时间里，丹麦王国及其不

同时期的海盗势力实际上左右着欧洲北部的格局。在

这一千年当中，丹麦海盗成为英伦三岛的最大噩梦。

进入现代时期的丹麦虽然其政治影响力不断衰弱，但

其设计传统与科学创造的活力却都保持了下来，并不

断与时俱进。众所周知，牛顿的科学成就是建立在前

辈科学大师的成就基础上，尤其是开普勒的天文学

三大定律，而开普勒的开创性成就则是建立在丹麦

天文学家第谷的长期科学观测的基础上。从某种意

义上讲，2 0世纪的物理学和现代科学是在爱因斯坦

和玻尔的引导下向前迈进的。玻尔出生在丹麦的科学

世家，其得天独厚的教育背景和天分使他建立了科

学史上最为庞大也最为重要的哥本哈根学派。现代

科学的发达和手工制造的优秀传统构成丹麦现代设

计的两大基因。丹麦建筑大师雅各布森是北欧建筑

学派中仅次于阿尔托的设计导师，其设计天才不仅体

现在建筑作品中，更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其大量的家

具作品和工业设计产品当中。在丹麦，设计大师层出

不穷，汉斯 •威格那、维纳 •潘东、芬 •居尔、雅 •荷尔

蒙以及活跃在当代的中青年设计师们都在全球设计

舞台上留下了他们深深的痕迹。

挪威的历史相对简单，曾长期作为丹麦和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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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芬兰阿尔托佩拉花园城市中心建筑群

图18 芬兰阿尔托大学理工学院校园

图19 挪威奥斯陆雕塑公园一角

图19

图17

图18

王国的行省，但独立以后也逐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设

计风尚。现代建筑设计大师费恩是挪威设计的典型

代表，其设计理念根植于挪威的风貌，同时又与世界

潮流中各种深刻的设计思想融会贯通。其作品粗犷有

力，同时又不失细腻的光影处理，从而形成北欧大地

上一道奇妙的景观。

北欧设计之形成流派始于 2 0世纪初，以芬兰为

代表的北欧民族浪漫主义设计在欧洲的设计舞台上

崭露头角。随后，丹麦、瑞典和挪威的建筑师、设计

师和艺术家们都纷纷加入到北欧学派的大潮中来，从

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北欧设计

学派。二战之后，北欧设计学派以其踏实稳健的设计

态度将北欧社会率先带入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

境地。从 5 0年代至今半个多世纪的现代设计发展进

程中，我们这个世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思潮和设计流

派，如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新古典主义、新粗野

主义、新都市主义等等，总的来说各类流派和主义对

人类发展的进程均有利弊。然而，北欧设计学派以其

对功能主义的尊重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将人类的

发展导向健康的状态当中。

三、北欧设计何以成功？

北欧设计的成就和对世界的影响首先归功于其

设计中包含的功能主义理念和对人性化设计的执着

追求。北欧地处严寒地带，气候条件相对恶劣，而优

秀的设计就被赋予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职责。

事实证明，北欧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体现着

由设计带来的温情与关怀。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设计成为北欧四国的立国之本。一方面，设计催

生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设计也为北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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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a

图20

图21

图23

图22b

图20 瑞典斯德哥尔摩新国际会议中心休息空间

图21 丹麦新皇冠酒店咖啡吧一角

图22 丹麦新皇冠酒店休闲中心

图23 丹麦新皇冠酒店三楼过厅

营造和改善了生活环境。可以说，北欧设计不仅竖立

了世界同类行业的标杆，也使北欧四国成为名副其实

的设计大国。

其次，北欧设计虽以时尚著称，但却深深地根

植于北欧千百年来的设计传统，这也是现代主义向地

域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回归起始于北欧的原因之一。北

欧设计师对传统的尊重在相当大层面上受到国家体

制的支持。在北欧各国，随处可见各种规模、各种形

式的露天民居博物馆，这种博物馆的形式既是对传

统文化的有效保护，也是对当代建筑师、设计师和艺

术家的灵感奉献。相对于西欧和南欧，北欧的建筑文

化遗产并非特别吸引眼球。然而，北欧的设计师却极

其珍视这些本民族的设计遗产，他们坚信自己的祖先

千百年来积累的设计智慧和具体的制作手法一定是

有深刻道理的，并因此给后人带来极大的启发。

第三，北欧四国对于设计师的尊重和推崇也是

其设计发展长兴不衰的重要原因。在芬兰，欧元时代

以前的 5 0马克面值的钞票上印有芬兰设计大师阿尔

瓦 •阿尔托的头像，可见北欧设计师地位的重要与崇

高。同时，设计教育中校企联合培养的方式促进了北

欧设计学生良好的社会适应性，也加强了企业对于设

计创新的需求意识。另外，公平有效的设计竞赛制度

和广泛深刻的设计宣传力度也从很大程度上激励着

年轻设计师的创作热情，使得设计理念的相互交流

成为可能。

第四，北欧设计学派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创作状

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于成功的设计教育体制。任

何人访问北欧各国，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在北欧各地

最好的建筑一定是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而这三类

建筑恰好是培养现代设计人才的最重要场所。此外，

据联合国有关部门统计，北欧各国也是人均图书拥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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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芬兰阿尔托大学理工学院主楼

图25 挪威奥斯陆雕塑公园之一

图26 挪威奥斯陆雕塑公园之二

图27 挪威奥斯陆雕塑公园之三

图24

图25 图26

图27

量和图书馆使用频率最高的国家。优秀的学校设计本

身早已为设计师们创造了先入为主的创意空间，而各

地极其活跃的各类艺术与设计博物馆更是将各种前

沿设计思想和艺术理念带到设计教育体系当中。北欧

各国的现代设计教育在早年包豪斯的教育体系基础

上不断加入生态、环境、人性化、人体工程学诸方面

的内容，从而使北欧学派能够自始至终站在以人为本

的角度来看待设计。除学校和博物馆之外，各种设计

沙龙、设计协会和设计刊物都为现代设计师的培养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最后，设计先驱者的带头作用不容忽视。芬兰

设计师老沙里宁不仅为芬兰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发展

基础，其创建的美国匡溪学院也对世界设计产生了

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以老沙里宁为代表的北欧经

典设计大师还有芬兰的阿尔瓦 •阿尔托、瑞典的布鲁

诺 •马松、丹麦的雅各布森和挪威的史蒂文 •费恩等，

自此，北欧这片肥沃的设计土壤就不断产出一代又一

代的优秀人才。值得一提的是，北欧的设计师通常把

工作和生活融合为一体，这种来源于生活的设计态

度使他们的设计能够最大程度上满足日常需要。北

欧设计大师很多都是多才多艺的，他们同时在景观、

建筑、平面、室内等诸多设计领域有所建树。总的来

说，本着对设计重要性的认可，北欧四国能够多方面

地为其设计提供尽可能有利的发展环境。

四、北欧设计的灵魂

众所周知，北欧设计为世界贡献了一系列流

传久远的经典设计产品，那么，其设计中的奥妙何

在，即什么是北欧设计的灵魂？我认为主要涵盖以

下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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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挪威奥斯陆雕塑公园之四

图29 瑞典尤根王子公园“思索者”

图30 瑞典尤根王子公园“渔家女”

图31 瑞典尤根王子公园“睡美人”

图32 丹麦新皇冠酒店二楼餐厅

图29

图28

图30

图31

图32

（一）  生态理念根植于北欧设计师的灵魂深

处。北欧设计师对大自然的热爱不仅表现在其大量设

计灵感来源于自然，还体现在他们对于产品回收阶段

的设计考虑，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为宗旨。这种设计

思想自一百多年前就已形成，且从未改变。特别是2 0

世纪以来，即使世界其他设计群体忽略了对于生态环

境的维护，北欧设计师也从未轻视自然的重要性，并

以此来体现其人性化的核心设计理念。

（二） 以人为本的理念根深蒂固。这种理念来

自于全方位为人类服务的严肃态度，它与生态理念相

结合，使得北欧在进行优良设计的同时也会重视与保

护自然环境。北欧设计以其实际行动证明着设计与自

然本为一体，使矛盾与纷争减至最小。尤其在全球化

形势下，生态危机已转变为世界性的共同难题，而北

欧设计中始终贯穿的以人为本及生态保护的理念将

成为全世界的福音，值得传播与效仿。

（三） 洋洋洒洒的创新意识。北欧设计生生不

息的原动力还来自于设计师对于创新的不断追求。回

忆人类的发展史，创新在其中扮演着催化剂的重要作

用，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来看，创新促进了每一次

人类进步的飞跃。北欧的设计教育提倡创新，并始终

强调着抄袭和止步不前的负面危害，即使在某些时候

抄袭能够带来短时期的利益，其发展也会因创新的出

现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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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挪威奥斯陆雕塑公园之五

图37 挪威奥斯陆雕塑公园之六

图38 挪威奥斯陆歌剧院屋顶平台

图39 丹麦哥本哈根

图40 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园林一角

图41 丹麦黑钻石皇家图书馆室外休息空间

图42 黑钻石皇家图书馆中庭

图43 黑钻石皇家图书馆展览厅

图44 丹麦哥本哈根新区商业学校中庭之一

图45 丹麦哥本哈根新区商业学校中庭外观

图46 丹麦哥本哈根新区商业学校中庭之二

图47 丹麦哥本哈根新区某中学中庭之一

图48 丹麦哥本哈根新区某中学中庭之二

图49 丹麦哥本哈根新区某中学中庭之三

图50 丹麦哥本哈根新区某中学中庭之四

图51 丹麦哥本哈根新区飞窗实验住宅

图52 丹麦哥本哈根新区喜马拉雅实验住宅之一

图53 丹麦哥本哈根新区喜马拉雅实验住宅之二

图54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城土楼学生宿舍内院

图55 丹麦哥本哈根低收入生态住宅内庭绿地

图56 丹麦哥本哈根黑钻石国家图书馆

图57 丹麦哥本哈根新歌剧院游艇码头

图58 丹麦哥本哈根老皇后码头街景

图33 芬兰赫尔辛基现代艺术博物馆入口大厅

图34 芬兰图尔库艺术小教堂外观

图35 芬兰设计大师帕拉斯玛事务所图书室一角

图33 图34

图35

图36 图37

图38

（四） 对于经济性设计的理解。这种理念促使

北欧设计在满足功能化需求的同时，又能从根本上减

少经济负担，也就完成了生态化设计的目标。

（五） 对于设计美学的追求，即形式表达。芬

兰当代著名的设计大师库卡波罗曾说过：“一件产品

如果非常圆满地满足了功能的需要，那它一定是美

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以上四种理念的核心内容，

也同时体现了审美与人类发展的一体化关系。北欧设

计师竭力通过简洁明快的形式感达到功能和经济的

多重需求，从而系统化地表达了北欧设计的意义——

一目了然的功能与温情脉脉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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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图40 图41 图42

图43 图44 图45 图46

图49图48图47

图52图51图50

图53 图54 图55

图56 图57 图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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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瑞典斯德哥尔摩新皇家海滨广场流浪艺人

图60 丹麦新皇冠酒店外观立面

图61 丹麦新皇冠酒店顶层云端酒吧

图62 丹麦新皇冠酒店大堂咖啡厅

图63 芬兰图尔库艺术小教堂室内一角

图64 芬兰图尔库艺术小教堂室内雕塑

图65 芬兰图尔库艺术小教堂室内入口

图66 芬兰图尔库艺术小教堂入口

图67 芬兰图尔库市立图书馆休息室

图68 芬兰图尔库市立图书馆儿童阅览室

图69 芬兰图尔库艺术小教堂标志

图70 芬兰图尔库市立图书馆主阅览室

图71 芬兰阿尔托大学设计学院咖啡厅

图59

图60

图61

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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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图64 图65

图66 图67 图68

图69 图70 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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