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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英国的求学经历，让张周捷豁

然开朗，并促使他以全新的想法来

进行设计和艺术上的规划。留学的

第二年，张周捷开始对数字设计着

迷，“人做设计始终是有结果的，

草图是什么样最终呈现的结果可能

就是这个样子。而大自然有一套自

己的‘算法’，如果你创造的物体，

能像大自然一样生长，这也许才符

合造物的逻辑。计算机生成就能为

我们带来一种接近自然的、无穷无

尽的变化，让万物得以自由生长”。

张周捷最终选择用“椅子”来试

验他的想法。“在设计界，椅子是被

设计师最常重复设计的东西，也是工

业设计的制高点，它对体验性和结构

承重性的要求也是最高的。更重要的

是，椅子虽然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但它却始终能承载新的理念。如果你

的新理念是行得通的话，那么肯定能

造出一把全新的椅子。”

2010 年 6 月，张周捷的第一把

从虚拟到现实的“椅子”终于制作

完成，那是世界上最早的数字椅子

之一。为此，他在两年的时间里自

学了硬件开发、软件编程等必要的

计算机知识，以及 6 种焊接技术和

早在十几年前，张周捷意识到

计算机与艺术的结合大有可为，毅

然投身于数字设计领域。从英国中

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毕业后，

2010 年，他在国内创立了张周捷数

字实验室，一直是国内数字设计、

艺术领域的先锋实践者。

去英国留学前，张周捷就读于

中国美术学院的工业设计专业，后

来又在联想公司工作了两年。“当

时我所认知的工业设计，是以市场

为导向的。设计的唯一目标就是让

产品看起来更有竞争力。比如，相

同价位的产品，你设计的手机，材

料要看起来更好，屏幕要显得更大。”

张周捷有些疑惑，“设计难道只能

这样子吗？”

各种机器的使用。

张周捷坦言，当时很极端，摒

弃了功能性，“那把椅子最初不能

坐人，完全不符合工业设计的标准”。

但幸运的是，这把椅子最终被一位

知名的国外藏家收藏。世界著名的

设计杂志《Wallpaper》对此做了报道，

这让他这个当时才 20 多岁的中国年

轻设计师和国际级大师出现在了同

一篇文章里。

因为数字设计这个领域在当时

还没有多少人研究，几乎也没有可

以借鉴的案例，张周捷只能独自钻

研。而“训练”计算机进行设计，

他一做就是十几年，“很多人放弃了，

但我坚持了下来”。

这些年，张周捷创作了大量的

纯艺术作品、公共艺术作品。这些

作品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出，

并被众多博物馆、画廊及私人收藏，

中国金点设计奖最佳当代设计、

2021 福布斯中国最具商业价值智能

设计师榜单 TOP10、2021 年度中国

设计产业 100 强十佳设计师、光华

龙腾奖第十七届中国设计业十大杰

出青年、胡润百福最受青睐的华人

设计师等荣誉也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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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2018 年的“设

计上海”展上，张周

捷数字实验室制作的

近百把椅子展示在广

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