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全球四大设计奖之一、由公益财

团法人日本设计振兴会主办的优良设计大
奖（Good Design Award?公布了 2020年度的

100件杰作出炉。担任今年大奖的评审委员
长的日本知名产品设计师安次富隆表示，今

年的评选在秉承大奖历年所倡导的“人性、
真实、创造、魅力、伦理”的理念之外，也格外

看重设计师对疫情时代的思考，以及与之相

应的创作成果。
无独有偶，在评审中表现出类似“倾向”

不只是优良设计大奖，还有被誉为设计界
“奥斯卡”的红点奖。用一位多次参与红点奖

评审的高校艺术设计教授的说法：“对好设
计的评价考量无非是色彩、材质、功能三大

方面，多重维度，但设计师对于捕捉时代变
化动向的敏感度，以及基于这种捕捉能力，

驾驭最新科技成果的领先创造力，却是能让
评委们为之心动的亮眼色彩。”

早在疫情开始之时，就有不少设计师意
识到，疫情将使他们的思维方式、考量重点，

以及整个行业的大趋势产生影响。今年的各
项国际设计大奖所“透露”的信息，告诉更多

有志于投入设计行业的年轻后辈，以及关注
设计动向的有识之士，为健康而设计，设计

师们更是责无旁贷。

保卫安全健康
每一细节都须推敲

今年的红点设计大奖一共收到了来自
6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6500件参赛作品，仅

76件作品获得了红点最佳设计奖（Best of

the Best?。在 1.2%胜出概率的佳作之中，由

尼恩制造（Nien Made Enterpris?自行设计研
发的“智能帷幕”（SmartDrape?，看似“其貌不

扬”，实则暗藏玄机。
“落地窗很常见，但是要打理窗帘，却是

一件费劲的事情，”参与“智能帷幕”设计的
雷奥妮（Leoni?表示，她自己就很受这方面的

困扰，打理厚重的落地窗帘织物每次都让她

费劲不已。但保持窗帘清洁对孩子和家中的
宠物来说都很重要，他们是蒙在厚重的窗帘

中玩躲猫猫的常客。疫情期间，窗帘很可能
成为家居消毒的“死角”。而雷奥妮他们的设

计，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设计本身不复杂，但是在流程化的

设计中，我们把每一个细节，窗帘可能用到

的每一个零件都细细分析了一遍，”用雷奥
妮的话来说，最终，设计团队遵循包豪斯设

计形状追随功能的原则，在普通窗帘挂钩上

做“减法”，用轨道“锁片”方式构造整个窗帘

架子，选薄款织布作为帘幕，轻盈的质地使其
看起来外观干净。再配以其无线操作的开闭

方式，彻底消除了家中孩子和宠物在帘幕上
缠结、交叉传播微生物的安全和健康隐患。

实际上，在保卫人类健康安全方面，比红
点设计大奖本身表现得更“激进”的，要数红

点奖的概念设计奖板块。“所有的获奖概念都

是具有开拓性的。”红点奖机构创始人兼主席

彼得·扎克（Peter Zac?这样评价今年的概念
奖优胜作品。

其中，备受评委推崇的莫过于一款“小玩
意”，名为恩索（Enso?的口罩容器。设计师福

岛真崎、佐佐木高，正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生
活小细节入手，玩转口罩收纳这个疫情期间

“不大不小”的难题。卷一卷，放进去，戴在手

上，口罩就不会被遗忘或者随意丢弃。
“我们是从书法圆圈中获得灵感的，”福岛

真崎表示，在日本禅宗书法中，“Enso”，即一、
两个不受限制的笔触绘制的书法圆圈，表达

了放飞心灵而让身体自由创造的时刻，可以
解释为“完美的无穷”，甚至可以阐释为宇宙

本身，完全取决于个人理解。顾名思义，他们
希望用自己“微不足道”的细节设计，给人们

的防疫生活带来一些收纳口罩的“自由度”和
舒适感。“这正是这种不确定时期人们所缺乏

的感受，不是吗？”
而对于看似简单的恩索，福岛真崎、佐佐

木高也在细节处理上颇费心思。圆圈上的线
条上是一处“凹陷”，角度和长度，正是经过两

位设计师细心拿捏的，是为了让人们在单手
取出口罩卷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同时让人

们也能够根据“凹陷”的位置迅速凭手感找到

口罩上的绳子位置，快速佩戴起来。
据悉，红点概念设计奖评选今年收到来

自 52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设计工作室、研
究机构和设计师提交的 4170件作品，最终仅

42件作品获得了最佳设计奖，胜出率只有
1%，板块的竞争白热化程度甚至超过了红点

设计大奖。
而在优良设计大奖获奖作品中，一款由

老牌健康器材公司百利达出品的可携带便携
式健康信息卡也引发人们的关注。乍看是一

张员工门禁卡，但实际上，它可自动计量步
数、卡路里消耗等信息，记录下员工健康状

况。不仅如此，卡片还可以与手环等智能穿戴
装备进行数据联动。小小一张卡片，可同时作

为员工工作证、会员卡、就医社保卡使用，通
盘考虑加上细节设计上的无微不至，有人认

为，这或者带来医疗健康事业的新契机。

纵有黑科技加持
一切仍要以人为本

黑科技这几年在设计行业也是大展拳
脚，最先锋的科技加上设计师们的精彩创意，

往往能取得令人惊艳的成果。不过，好设计并
非只单纯展现新科技的炫酷。“以人为本”，是

设计师驾驭这些黑科技时最应遵守的法则。
这个要点，在今年的各项设计大奖评选过程

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优良设计大奖作品中有一款 DNA

腕带。这是由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工程学教

授克里斯·托马祖（Chris Toumazou?领衔研发
的黑科技设计。“我带领团队为这个设计做了

三年的研发，不只是为了基因测序的技术更
有普世意义，更是希望为人们提供一种更简

单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 DNA在购
物时做出健康的选择。”.

根据托马祖的介绍，使用者用一个脸颊
拭子提取自己的 DNA后，把基因信息装入到

腕带之中。用手机关联扫描食物，使用者通过

腕带闪烁的颜色就能知道，这种食物是否适
合自己实用。“我们把每一种营养素和每一种

产品都放到了云端。如果你有这种特殊的
DNA倾向，我们就会知道你应该或不应该注

意哪些营养素。”用托马祖的话来说，他们本
来为腕带设计的界面比较复杂，但最后，经过

多轮普通试用者的测试后，还是决定“忍痛割

爱”取消了容易令人困惑的复杂界面，仅用颜

色替代进行分类提示。比如，当佩戴者摄入了
其 DNA本不应该摄入的食物时，设备就会闪

烁红色，反之则为绿色。又比如，佩戴者坐得
太久，腕带就会变成琥珀色。
托马祖表示，设计这款腕带的初衷都是

为人们的健康着想：“除了健康饮食，我们还
鼓励佩戴者积极锻炼。”

不只是饮食，如厕也是事关健康的“大
事”。在红点概念设计大奖作品中，一本创意

事务所的“清洁便座”（Clean Seat?也堪称以
人为本的黑科技代表作。在坐便器上设置传

感器，不少卫浴品牌都有过类似尝试，但是
“清洁便座”与众不同的是，它有多个传感器，

从使用者如厕到后期消毒都一气呵成。位于
马桶盖的前部的一号传感器，负责让马桶盖

在有人靠近时自动打开；第二个传感器在感
应到使用者离开后，让马桶随即关闭并自动

上锁。而当马桶盖上锁时，马桶则自动开启自
洁功能。经过一?列的清洗消毒后，当下一位

使用者使用时，坐便器将再次恢复至干净卫
生的状态。此设计解决了公共厕所坐便器可

能存在交叉感染的隐患，堪称非常时期的设
计及时雨。

“以人为本”的黑科技作品在今年设计奖

项评选中并不罕见。再比如，优良设计大奖获
奖作品中，还有一款世界首创的可搬运式水

再生处理?统。其 AI?统负责监督水质净化

是否达标，扮演了人们饮水的健康卫士。
健康无小事，在疫情防范常态化的当下，

设计师们正用他们的佳作引导人们树立健康

向上的生活理念。没有过不去的坎，关键还看
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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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

◆ 琳 恩

疫情像一面镜子，照出的是我
们对待自然、对待生活的态度，考
验着我们的治理能力与应变能力，
更敦促各行各业从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视野，重新定位各自的使命。
以创造能力为人们解决各类问题
的设计师，更是责无旁贷。

———编者

设计大奖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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