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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

◆ 琳 恩

 ?开“脑洞”，没有不可能
说起纸艺设计师，不少人会第一时间联

想到日本的那些手艺人。的确，日本的纸艺

设计实力不俗。

长尾昌枝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其作品
之一的纸艺陀螺，以无数个大小不同、色彩鲜

艳的纸圈重叠成主体，轴心像弹簧玩具一样
有着不可思议的摆动，长长的鼻子、滑稽的模

样，放在手掌上好像是活的，让人忍俊不禁。
而另一位知名纸艺设计师照屋勇贤，则

在作品中融入其精湛的雕、刻、剪技艺。他曾

以人们丢弃的礼品袋为材料，将大树的照片
叠加到纸袋之上，再根据大树造型裁剪成纸

艺，并以胶水加以固定。裁剪刀、胶水加创
意，向人们展现了由树变纸，再从纸变回树

的“轮回”，不起眼的废弃纸袋因此生出巧夺
天工的视觉震撼力。原来，创意之美“无分贵

贱”，即便是废弃之物，也会在匠心创意之下
得以新生。

事实上，不只是日本的纸艺设计师，全
球各地都有特立独行的纸艺设计师。不同的

美学理念、民族和地域文化，在他们的手中

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英国纸艺家妮可拉·多

波拉斯基（Nicola Dobrowolski）喜欢干净利落
的剪裁设计，植物和森林系作品，在设计、构

图、纸张类型、颜色等方面有一种“英式”的平

衡感，亦如简·奥斯丁的田园小说，让人有一
种岁月静好的平淡愉悦。

相形之下，土耳其纸艺设计师瑟娜·鲁

那（Sena Runa）的作品特色要浓烈得多。因

为对故土的挚爱，她常以伊斯坦布尔当地的

蝴蝶、植物、海浪为创作素材，无论是线条还
是色彩，作品都尽显安纳托利亚旖旎风光。

这些年，随着国内的原创设计澎湃潮

起。年轻的独立纸艺设计师温绮雯，在大学
就读时对国外的纸艺作品一见钟情。“我是

个对生活特别敏感的人，心中总有万千思绪
表达，我十岁就开始画画，但纸艺是我一直

梦寐以求的，传达思想的媒介和出口。”2013
年，温绮雯开始全身心投入纸艺创作当中。

她喜欢用防水的纸张，制作在视觉上媲美金
属、宝石质感的各种首饰、头饰。

不仅如此，温绮雯还比纯粹的纸艺设计
师多跨出一步，把纸艺与灯光结合起来，制

成“夜海静谧”“夜潜”的装饰纸灯，用纸做成

的“礁石”“水母”，让人产生它们正在呼吸的

错觉。

不同于温婉的女性纸艺设计师，作为国
内“80后”纸艺设计创作的代表人物，刘通的

作品有着“大江东去”、大开大合的豪迈感。
他曾率领团队，用长宽各 14米、平铺面

积 196平方米，重 100公斤的正方形白纸，耗
时 3个多小时，折成了长 7.833 米、高 4.064

米的纸犀牛，创造了“最大的折纸犀牛”吉尼

斯世界纪录。
其实，这位大手笔的设计师也有着细腻

的一面。有一年的母亲节，刘通曾听到这样的
一个故事：有人猎杀一只穿山甲，把它往地上

摔，它反而越蜷越紧。那人便拿铁钳把它夹到
火盆上灼烧，待到鳞甲脱尽焦味弥漫，它仍保

持原状，许久才慢慢地伸直了躯体没了气息。
人们震惊地发现，在它肚皮上竟蠕动着一只

小穿山甲，它用血肉之躯历经摔打与灼烧，至
死护卫着孩子。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刘通，为

此，他以穿山甲护子的造型为蓝本，创造了
《母爱》，穿山甲身上的鳞片清晰、细腻，富有

层次感。这件作品已被西班牙一家艺术博物
馆收藏。

对纸艺设计师来说，任何让他们产生触
动的人、物、故事、情景，都可以成为创作灵感

来源。对他们来说，创作没有界限。

设计“随心”，也需严谨苦练
让手跟着心走，是纸艺设计师创作感人

作品的不二心法。然而，“随心”的背后，却是

不为人知的付出。

“就拿职业本身来说，起步时困难重重。”
刘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他被欧洲设计

师巧手翻飞制作纸艺玫瑰的过程所吸引，迷
恋上了纸艺设计时，就遇到了不小的阻碍。因

为放弃本职工作，半路出家苦学纸艺，家里人
说他是“不务正业”。入行伊始没有固定收入，

这种拮据的日子，刘通一扛就是整整 3年。

在熬过拮据的日子的同时，他为作品的每
一个细节殚精竭虑。纸艺设计“随心”却不能随
性，每一步，都需要严密的科学数据支撑。

为了完成“龙”的折纸作品，他花费了 10

个月的时间进行构思和试做。当作品在众人

面前揭开面纱之时，闪耀着金光的 1444片龙
鳞，让日本顶级折纸设计大师小林一夫由衷

佩服。他当面直言，不敢相信中国竟有如此高
妙的纸艺设计师，而且还是一位年轻的“80

后”。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问题，刘通创作

的《青花瓶》是中国、加蓬建交 40 周年的国
礼。然而，整个设计制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其中，因为忽略了一个三角函数，出现 2毫米
误差，为此，刘通试做了一百多次，耗费近千

张纸，在反复实践中发现了这个毫厘的“差
错”。经过一番调整，刘通才完成了《青花瓶》

的创作。

不止是刘通，任何一位纸艺设计师都免
不了最初“笨拙”、艰难的摸索。长尾昌枝表

示：“就是要把剪刀用得出神入化，也需要拳

不离手曲不离口的多年练习，而复杂的立体
构成方式，也需要经验积累才能驾驭，而要最

终形成自己的风格，天赋还是一方面，那更是
日积月累的苦练而成。”

虽然，现在有不少技术号称已经颠覆了
传统纸艺设计，比如，“生活美学的贩卖者”作

为标签的 AIT studio立体纸艺，就利用算法

工业化创作立体纸艺产品，年销售额超 420

万元。然而，对于纸艺设计师来说，练就手随
“心”的基本功，才是他们能长久扎根纸艺领

域的根本。

有好手艺，也仗好材料
不过，优秀的纸艺设计不仅需要设计师

潜心创作，也少不了优良的纸艺材料当“绿

叶”，打基础。
实际上，不少设计师、建筑师都对纸张有

深入的研究。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坂茂就
对纸艺材料的韧性了如指掌，因而创作了不

少纸艺建筑。

日本之所以能孕育一批纸艺设计师，以
及坂茂这样的纸艺建筑师，也是因为有专门

的供应商和厂家，对纸艺产品分门别类加以
研发，对纸质工艺不断改进，制造出各种不同

韧度、品种的纸张供设计师们选用。不仅如
此，他们也主动借设计师展览的由头进行产

品推广。
而在韩国，人们也在传统造纸工艺中寻

找让纸艺作品走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近年来，韩国工艺设计基金会（Korea Craft &

Design Foundation）在推动设计师们以传统
韩纸作为创作材料方面不遗余力。他们不仅

在多部影片中“植入”韩纸的制作工艺介绍，
让设计师们了解“匠人从枸树中提炼出纤维，

反复沉淀、晾晒，经过十几道工序之后才能做
出韩纸”，同时每年组织相关主题的设计大

赛，为纸艺设计新秀提供崭露头角的平台。
在国内，随着纸艺设计的兴起，纸张材料

也日益受到重视。不过，不少古老的纸质工艺
还急需保护，重新发掘其潜力。图书设计师吕

敬人为中国科技大学造纸研究所的《中国手
工纸调查报告》捉刀设计时，发现“中国纸有

很多种，何止宣纸、东巴纸，但大部分鲜为人
知”。然而，让他感到惋惜的是，很多手工纸张

仅有一点存量，因为只有小部分手艺人才能

制作，一些制纸手艺几乎失传了。
或许，国内原创纸艺设计的逐步兴盛，将

成为这些纸张新生的契机。

用一张“脆弱”的纸，在立体的世界
玩转出无限风情。

对纸艺设计师来说，同样是以纸张
表达设计主张，平面的纸张却能在他们
的手中“幻化”成各种立体的作品，小至
一朵花卉，大到一只大象，或者一栋远看
几可乱真的“建筑”，只有人们还没想到
的东西，没有他们不能“实现”的物品。

给一片纸，还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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