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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之都

    作为一种空间的材料，玻璃特

别适合用来给予光亮。

曾经以唯一华裔身份名列美国

商业部编撰的《美国设计杰作》杂志
评选的 18位设计大师之一，张培椿

拥有自己的品牌和工厂，以及遍布
全美的玻璃产品销售网，作品销往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中东
各国。2010年张培椿的艺术玻璃被

世博会选为指定艺术礼品进驻上海

世博会。作为设计界的隐形大咖，张

培椿的身份还相当混搭，他同时还
是书画家和平面设计师。尽管平时

身居旧金山，张培椿笑言“我的事业
大本营还是在上海。”

出生于上世纪 50年代，张培椿
无疑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在就读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期间，拜师海派

名家钱行健，醉心中国书画。1986

年留学美国，1990 年以 10 名优秀

学生之一毕业于美国旧金山艺术大
学，获平面设计和出版设计硕士学

位，从此开始了他跨界设计的生涯。
观念超前，1995年张培椿就从

美国引进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从电

脑设计到分色出底片制版印刷全电
脑控制的印前系统，为当时上海乃

至全国的印刷业的技术改革起到积
极推动作用。

先是接触陶瓷，后又为玻璃既
柔软可塑又坚硬脆弱，可以纯净也

可缤纷多彩的特性所着迷，2000年

始，喜欢寻求挑战的张培椿投入了
艺术玻璃的设计和创作，通过一个

画家的直觉，他开始思考人眼对各
种材质和不同色彩的敏感度，以及

这敏感度与环境之间千丝万缕的
联系，并将思考结果融入自己的设

计中。

手工生产的玻璃原先一直被用
于生产实用性物品，即使到了工业革

命，高产量机械化生产替代了小规
模，但玻璃依旧主要用于日用产品，

直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新艺术
运动中，玻璃才开始逐渐在世界成为

一种艺术媒介。张培椿出色的平面设
计背景给他的设计增添了新颖和与

众不同的元素，在一开始，他就试图
打破人们心中对玻璃固有的冷漠、单

一的感觉。他尝试将许多不同的色彩
与不同软硬程度的玻璃嫁接，试图通

过借助光线来加强营造艺术氛围。
解决了技术难题，通过玻璃本

身的可塑性来改变玻璃产品的传统

定义，张培椿又将玻璃做成了镜框、

桌子、椅子，玻璃不再只是平面的。

而后，他开始利用玻璃来作为表达
自己艺术观念的理想媒介。如果在

颜色的基础上进行伸展、反转、折

叠，会产生怎么样不同的效果？如同

自己的中国水墨画般泼墨随心，有
时候明亮而清晰，有时候黑暗而模

糊，如同天空中变幻莫测的光线，有
着一种浑然天成之美。

“巨大不确定性和局限性是玻
璃的特性，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

艺术让人着迷的地方。”张培椿道。

    说起造型师，你首先想到的是服装还是发型？现

在，还有一种专门从事家居空间造型的造型师，看看
某知名网红花艺门店招聘家居造型师的要求，“不仅

要有创意和好品味，还要稍有美术基础，了解配色、光
影和构图的关系，同时熟知不同时代的家居风格和特

点，擅于发挥想象和创造力，既能还原经典的盖茨比
式闺房，也能混搭出时髦的北欧风格公寓”，你就对这

个职业的要求有多灵活、多严苛有所了解。

用她的话来说：“现代人的生活有点严肃，一本正
经的，所以我想打造一个让他们放松身心的空间。”和

国内家居造型师普遍师法西方，从西方文化中寻找灵
感不同，胡蓉却从传统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沧浪亭

中的一处小馆翠玲珑最终成就了胡蓉的“发呆亭”。

当然，“发呆亭”并非中规中矩的传统中式特色，
“以光为屏，将风做景”，胡蓉大量运用了轻盈的现代

材料，造就了一个颇为时尚的休憩空间。看似无用，
但其实蕴藏着功力和锋芒，这是胡蓉的风格。彼时，

时尚家居杂志《安邸》刚刚创刊，在大学学习服装设
计，而后又成为时装造型编辑的胡蓉看到招聘的消

息相当心动，便自动请缨。“我是一个对创造充满热

情的人，时装造型师给出的创作空间比较有限，而静
物造型的家居空间反而更有发挥的余地。”胡蓉坦

言，从事这个职业，最初自己也有过手忙脚乱的时
候。比如，有一次她被美国抽象主义大师罗斯科的绘

画打动，希望从中吸取灵感进行创作。但是在整个家
居空间的布局和构思中，胡蓉不断地做着改变，为了

得到她心目中想要的感觉，最初的构思和调整后的
呈现完全不同。

“坚持初衷很重要，”胡蓉坦言，空间造型创作是
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在与物、与空间、与光线、与色

彩“沟通”的同时，也是自我探索的过程。而能创造出
理想的空间氛围，并不是随性而为的事情，这个职业

有风险、有压力，大局和细节都要牢牢把握。
和国内其他同行不同，胡蓉很早就迷恋上了中国

传统文化，除了在西方艺术中寻找灵感，她的日常闲
暇也被博物馆的唐宋字画、瓷器、古董器具“装满”了。

“东方美学，是我一直在探索和锤炼的风格。”
潜心创作的家居空间造型师也是一个需要不断

与服务对象、拍摄对象、摄影摄像师、编辑、剪辑师等
各个环节人物不断沟通的职业。与摄影师的沟通，也

是至关重要。家居空间造型师王悦就因为这样的机
缘，和摄影师关里走到了一起。“彼此合作非常有默

契，我们因为一起工作而结缘。”

“国内关于家具拍摄的造型师确实不多，这个职业

也很容易被甲方忽略，他们大致会觉得我有摄影师和
前期方案为什么还要造型师？”王悦坦言，“在视觉内容

创作的过程中，除了摄影师对光线构图的把控之外，优
秀的造型师对空间风格的营造、角度的选择、产品的状

态落位，搭配得恰到好处，会对照片起到关键的影响
力。”

驾轻就熟创作美妙无比的家居大片的同时，亲自

动手把家扮靓也是家居造型师的拿手好戏。造型师罗
杰有一张娃娃脸，看上去和几年前入行时无异，但工作

上的磨炼却让他在装点自己的居住空间时也举重若
轻。

出于职业敏感，喜欢收藏、观察的罗杰，对就地取
材的旧物再造有着自己的心得。

就比如，当初租了 38平方米的小屋，罗杰并没有
花太多的成本来重新装潢。他在整个空间做了一番观

察之后，便对大框架胸有成竹。他先将连接卧室与内阳
台的承重结构刷成了孔雀蓝，抢眼的强烈色彩使毫无

隔断的主空间主动划分了层次。对空间光线颇为敏感
的他，还观察了窗户进光的角度，把向阳面刷成了偏冷

的灰色，向阴面则稍带暖调，让整个家居空间在视觉色
彩上得以平衡。

运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罗杰用很小的成本把房东
留下的鞋柜、储物架、衣柜等旧家具用白色粉刷一新

后，在细节处用金色丙烯颜料勾勒几笔，这些原本深色
调的经年老古董瞬间就变成了时尚家居单品。

工作之中，罗杰曾经无意中砸碎过一尊石膏像。根
据房间的布局，他略加思索，便灵感闪现，一只灯泡、一

个珊瑚标本，和石膏像结合，就成了为整个房间量身定
制的台灯。而那只“80后”的玻璃移门立柜，则被他用

来装载自己常年以来收藏的各种玻璃瓶和瓷器，大胆
的混搭之中，复古又时尚的气息迎面而来。

用罗杰的话来说，因为职业的要求，家居空间造型

师通常都有恋物癖，是严苛的完美主义者，但也正因为
是一丝不苟的视觉“动物”，这样的职业素养也反哺了

家居空间造型师的日常生活。
“我很看好家居造型师这个职业未来的发展，一

方面，市场的需求量在增加；另一方面，从事这个行业
的人比较少。”胡蓉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坦言家居造型

师的可塑性很强，蜕变的机会很多。有独特的美学追
求，有志同道合的伙伴，有信手拈来的美好生活，家居

空间造型师成了上海这个城市中特立独行，活得有滋
有味的一群职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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