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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圈中国设计

张周捷始终坚信，具有颠覆性

的设计一定是有延续性的。创造力

之外，他开始从产品思维看待自己

的设计，更多地考虑成本、价格，

以及市场需求。不光是在艺术市场

取得商业价值，张周捷的野心是令

计算机在自己完成设计的基础上，

能继续完成制造，以“数字家具”

来撬动传统劳动力密集型的家具产

业的变革。

为了研究家具，张周捷从淘宝

买过不少椅子，也陆续参观了大大

小小的家具企业，他甚至还与山寨

家具厂进行了交流，“更好地理解

山寨家具的原理”。

2018 年对张周捷来说，无疑是

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3 月中旬举

行的“设计上海”展上，张周捷数

字实验室制作的近百把椅子，组成

浩大阵容，亮相于上海展览中心西

花园，一时成为国内外设计界、艺

术界热议的话题；同时，设计品牌 

Endless Form 正式推出，旨在做大众

“买得起的数字家具”。

这一年，张周捷还被同济大学

创意学院破格录取为副教授，并任

教两门课：一门专门研究数字算法，

一门专门研究数字产业化。

如今，数字设计得到越来越多

人的关注，而张周捷早已成为行业

内的佼佼者。他表示，目前数字家

具在算法逻辑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

相对成熟的水平，但在产业化、商

业化上还存在着大片的空白。

“技术一直在改进，现在制作一

把椅子只需要一两天了，但离工业化

生产还有一段距离。”为了实现规模

化生产的终极目标，张周捷如饥似渴

地学习着各种新知识，包括管理、经

济学等，进而成为“通才型”的设计

师。如今，他已组建了10多人的团队，

还培养了制作作品的工匠、计算机程

序员和数字设计师。

2021 年 5 月，同济大学设计创

意学院成立“艺术与人工智能实验

室”，致力于艺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的交叉学科应用研究，张周捷是实

验室的发起人之一。张周捷认为，

对中国设计师来说，这是一个很好

的时代，可以跳出现代主义工业设

计框架，创造全新的设计逻辑和方

法论，“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参与

到智能算法中”。

5 个月后，在上海，中国的首个

人工智能艺术机构——艾厂人工智

能艺术中心开放。同济的艺术与人

工智能实验室和张周捷数字实验室

都搬来了这里。

“上海的创意和设计产业发展

蓬勃，这也是当初选择来上海的理

由。”张周捷乐观地表示，不出五年，

数字家具的产业化就可以实现，“如

果这套逻辑成了的话，不仅是家具

行业，很可能就是开辟了一个全新

的产业，叫数字实业或者是数字制

造业都可以”。

张周捷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计

算机创造的“魔盒”，“计算机的

创造力会超越我们的想象，幻化出

无穷无尽的魅力。未来不需要人，

也能制造出专属于自己的椅子”。

至于设计师，张周捷说：“可

能换一种工作方式，去做更有创造

力的事情，就让甲方去虐计算机吧。”

在设计海洋中寻找创业风口

1993 年，彭诚出生于湖北武汉。

从小学习画画的他，2012 年以艺术

特长生考进了湖北工业大学工业设

计专业。彭诚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本科阶段更多是对设计有个初步的

了解，“我们会学习包豪斯的三大

构成体系，知道设计是要干什么的，

并掌握一些技能”。

作为国内第一批开设设计专业

的学校，湖工大工业设计毕业的学

生挺好找工作的。彭诚的大多数同

学也都在毕业后去了知名的工业设

计公司。

但彭诚偏偏不走寻常路。在校期

间，他便和几位同学成立了创意设计

工作室，团队从木工设计，渐渐转向

火起来的 3D 打印设计项目。2015 年

4 月，彭诚更是把 3D 打印机和技术

引进到学校的创业园，将创意转化为

实际的产品，搭建 3D 打印云平台。

2015 年 11 月，团队通过 3D 打印云

平台孵化项目，拉回 30 万元的天使

轮融资和后续的 200 万元风投。

彭诚告诉记者，之所以会与同

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结缘，主要是

因为之前有极致盛放这类外资设计

公司工作经历。工作中彭诚接触到

同济设计创意学院，一下子被吸引。

上世纪 80 年代，工业设计的定

义还停留在旧的理念上。到了 2015

年，工业设计的定义发生了翻天覆

　　设计是人类的第三种智慧，真正的设计，从不是模仿，而在
于超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