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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训练”计算机做设
计，开创了未来

采访张周捷是在俄罗斯世界杯
八分之一比赛的那天早上。睡眼惺
忪的他才起床，其状态就像一个刚
看完球赛的邻家少年。这个夏天，
张周捷忙并快乐着：6 月中旬，他
从瑞士回到宁波父母家中，张周
捷数字实验室的个展亮相于那里
举行的迈阿密/巴塞尔设计展，这
是中国设计师首次登陆这个世界
级设计展的核心展区；暑假后，
他将正式获聘同济大学创意学院副
教授；8月 25日，他的数字艺术个
展将在北京“798”白盒子美术馆
举行……

张周捷毕业于英国中央圣马丁
艺术与设计学院，现为英国建筑师
协会访问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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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者认为：“他的作品
带有鲜明的独立性、实验性和未来
性，致力于探索数字形态的演化及
制造。”

而对普通读者来说，最简单、
通俗和直接的解读是——张周捷，
是一个“训练”计算机进行设计的
设计师和艺术家。

比如设计椅子，张周捷说，他
所做的其实就是设定好参数，接着
让计算机自己设计生成。“你看椅
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也就是一个
面，四个点 （脚），只要设定这些
点、线、面的参数模式，然后把鼠
标上下一拉，用不了一秒钟，计算
机就会生成一种造型，而且，类似
的造型是无穷尽的。”张周捷用稀
松平常的语调向一头雾水的记者说
了这么一番话。

接下来，张周捷花了很大工夫
解释，为什么这把“椅子”成了他
的代表作品。他说，在设计界，椅
子是被设计师经常重复设计的东
西，也是工业设计的制高点。同
时，椅子又是跟人有最直接关系的
生活用品，它对体验性和结构承重
性的要求也是最高的。“对我来
说，这把椅子作为载体，最能传递
我的观念，我只是通过它，来验证
自己艺术上的方法论和设计哲学。”

张周捷认为，普通设计以功能
导向为主，但在当下，设计亦可以
成为思想的载体，“正如概念车也

许不能上路，时装秀的衣服也未必
能量产，但这些设计蕴含着个人的
前瞻性思想，我做的是概念为先的
设计和艺术。”

的确，张周捷涉及的数字设
计、数字艺术领域没有更多前人的
经验可循，更无教科书上的相关经
验和定义。这几年，他也是在实践
中，慢慢地架构着自己的理论体
系，实现着自己的设计与艺术理
想。他说：“我现在搞的是数字设
计还是数字艺术？抑或是计算机为
主体的艺术创造活动，还是计算机
生成艺术？”这些都待定。

在接受采访时，张周捷说得最
多的是“悟”这个字。张周捷的代
表作品“椅子”系列就是他取法自
然、“悟道”计算机和世界的结
果。他指着窗外的一棵树对记者
说，大自然演化有自己的逻辑，比
如一棵树，一年四季的生长变化，
实际上有自己的规律和法则。“万
物运行生长实际也基于一种自然界
内在的算法，数学可以表达宇宙的
关系，计算机完全可按着数学逻辑
关系来构建这些类似椅子的物体。
计算机做设计，跟道家无为而治、
道法自然的感觉很像。”张周捷说。

两年前，张周捷通过计算机自
主生成、设计制作了果盘系列作
品。他说，这些果盘每个不尽相
同，呈现无限可能，看似计算机随
机设计出来的产品，完全可以批量
生产。而因为是计算机设计，有数
据作支撑，生产成本也可以得到完
美控制。张周捷说，计算机设计虽
然有它的随机性，但这种随机并不
意味着杂乱无章，而是凭着计算机
强大演算力实现的各种可能性。

如果设计师的工作被计算机取
代，那么设计师何为？计算机会不
会成为设计师行业的“掘墓人”？
张周捷认为，今后，作为艺术家和
设计师，应更多地关注规律性的东
西，思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实
际上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工智能时代，设计师正从传统
定义上的‘事物形制的创造者’向
更深远的方向拓展。”对于第二个
问题，张周捷回答得很幽默，他
说：“他们可以干他们更喜欢干的
事。”

展望数字设计、数字艺术的未
来，张周捷认为,计算机目前尚没
有能力替代人类的洞察力，它们可
能也不会考虑到人类对情感的需求
以及可实际采用的材料。要让计算
机解决每种产品需求，还有很漫长
的路要走。“但是，计算机有一套

自己的逻辑，自有设计脉络。在未
来，计算机的创造力会与人类的创
造力并行。”

“也许有一天，你可以将你脑
中所希望的杯子快速地设计出来，
这 源 于 你 的 那 位 工 业 ‘ 设 计
师’——计算机。确切地说，你和
电脑一起完成了设计。”张周捷说。

他跳出文化的边界，
拥抱了世界

张周捷认为，发现计算机的创
造力，教会计算机设计，这属于人
工智能里“弱智能”的范畴。毋庸
讳言，张周捷的成功也源于人工智
能这一时代的“风口”。他自信满
满地对记者说：“因为我掌握了人
工智能时代艺术与设计最前沿的理
念和技术，那么，我进入任何一个
领域都会是一个全新的改变，都会
走在最前列。”

除此之外，这世上颠扑不破的
一条真理是，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
所准备的人。而张周捷正是一位有
梦想、有决心、有自己的判断并且
坚定地去完成的年轻人。

从张周捷的经历不难看出，放
下文化的包袱，去拥抱世界、拥抱
未来是他能跻身世界设计与艺术潮
流最前沿的重要原因。

张周捷成长于一个传统文化氛
围浓郁的百姓家庭，老爸在横街开
了家刻字店，平时也练字、作画、
养兰花。妈妈虽是裁缝出身，但动
手能力极强，50多岁还自学电脑修
理和使用各类软件。张周捷说：

“我遗传了妈妈的动手能力，而父
亲更多的是从人生阅历等大的方面
给予意见，并在关键时候出现。”

6 岁起，张周捷学习中国传统
的水墨画，现在，他少年时的一幅
水墨写意作品还挂在父亲四明山中
的兰花庄园内。3 年级开始，张周
捷接触到素描色彩，高中时因为专
业优异加 20 分考进鄞江中学的美
术班。高考时，他又以专业第三名
的成绩进入中国美院设计专业。

2008年，他去英国留学，在中
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攻读工业
设计硕士，并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游学。初到英国时，他有着强烈的
传统文化自信，甚至别出心裁地去
伦敦的一个文化集市上摆摊，售卖
自己的水墨画作品。但结果令他大
为失望：他没有卖出一幅作品，连
过来看的人也零零散散，而且大多
只是好奇而已。

谈到那时的感受，他说，就像
一只原本自由飞翔的鸟，失去了所
有的羽毛。焦虑了很久之后，他终
于明白：“在当下世上，我谁也不
是，我是nobody！”

“文化是有边界的，也是有圈
子的。文化这个东西不能强加给别
人，犹如自己吃辣，觉得很好吃，
但不能让人人吃辣。宁波人觉得不
吃海鲜的人生不完整，但有的人就
不喜欢吃海鲜。”张周捷说。

他认为，艺术家或者设计师并
不一定要做中国化的东西，而要从
自己的内心出发，创造自己的文
化。“不论我怎么做，做什么，我
都是中国人。很多人在设计或艺术
创作中讲所谓文化，往往是因为没
有创造自己的东西，才来强化所谓

文化感为自己的创作‘背书’而
已。”说这话时的张周捷非常尖锐。

张周捷留学那几年，英国兴起
了以建筑师扎哈为代表人物的设计
参数化主义技术潮流，而英国皇家
艺术学院“找到自己”的理念，更
促使他以全新的想法来进行设计和
艺术上的规划。

当时，谷歌刚发布“街景”系
统，人工智能新方法论“深度学
习”被提出，数字时代的又一个新
纪元处于黎明之时。而此时，张周
捷开始在计算机的世界中寻找对设
计和艺术的自由、无限的解答。

事实上，跳出文化边界走向世
界性，正是张周捷成功的独特路
径。如同他的“椅子”系列，你很
难看出这里面有何种文化的积淀。
张周捷所追求的就是，设计和创造
如何打破文化、设计师主观经验和
不同人群的种种限制，像大自然一
样包罗万象？

正因为这种普遍性、未来性和
自然性的呈现，他的作品被世界各
地的收藏家所青睐，也赢得了设计
界、艺术界甚至跨国企业的关注。
这几年，张周捷的设计或艺术作品
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出，并被众多
博物馆、画廊及私人收藏，同时也
获 得 了 “CNN”、《纽 约 时 报》、

《Wallpaper》、《Vogue》 等 主 流 媒
体和专业媒体的关注与报道。而中
国创意设计十大杰出青年、亚洲新
锐设计师、中国金点设计奖最佳当
代设计等荣誉也纷至沓来。今年年
初，跨国企业Nike（耐克） 甚至联
手时尚杂志 《HYPEBEAST》 邀请
张周捷成为他们举办的创意活动中
的 15 位亚洲艺术家之一，为他单
独拍摄了 15 秒的创意短片。NBA
篮球巨星科比也来到了张周捷位于
上海的工作室，一起领略计算机生
成设计的魅力。

而最新的消息是，上海知名的
昊美术馆收藏了张周捷 100 把“椅
子”作品。

他磨砺了人生，实现
了自己的梦想

张周捷坦言自己是个梦想“实
现控”，而在这一过程中，他是不
会去计较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
的。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实现脑子中
的那些奇思妙想。

至今为止，张周捷做了百余把
“椅子”作品，成本从几千元一把
到现在的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一
把，于他而言，“椅子”之梦像雪
球一样越滚越大。

当然，张周捷梦想的实现也并
非一帆风顺。做“椅子”作品的想
法萌发在他留学英国之时，2009
年，张周捷一回到上海，就立刻找
了一个地方进行实验：先用白纸片
做出模型，同时分解计算机生成的
造型，寻找焊接师傅制作。

“你这种设计没有人肯接的，
谁有耐心把这些碎片一个个焊接起
来？”焊接作坊里的师傅心直口快
地回绝了他。

这样的拒绝有十几次，最后实
在没办法，只能自己动手了。接下
来的一年多时间，张周捷把自己关
在工作室里自学焊接、切割、打
磨、抛光和拼接，每一道工序都摸
索着进行。

2010 年 6 月，第一把从虚拟到
现实的“椅子”终于制作完成。当
年，他就携作品参加了上海世博会
的一个展览。没想到，观众并不买
账，在他的作品前指指点点，充满
质疑。也许在他们眼里，这种不能
坐的椅子太颠覆想象了吧。只坚持
了几个小时，张周捷就撤下了他的
作品。

上海世博会结束后一个多月，
他带着一点怀疑、一点不甘心参加
了人生中的第二个展览。大大出乎
意料的是，他的所有作品被一个藏

家买走，并且是在展览开幕的当天
上午。

后来，张周捷才知道，那个国
外藏家收藏的第一个中国设计师的
作品就是自己的“椅子”。而世界
著名的设计杂志 《Wallpaper》 也对
此做了报道，让他这个才 20 多岁
的中国年轻设计师和国际级大师出
现在同一篇文章里。

现在的张周捷对当时作品的不
被理解感到很正常了。他说，普通
人会对新鲜的东西产生一种抗拒
感，新的事物总归充满争议。但无
法被定义的，就意味着它有非常巨
大的潜力。2014年，张周捷还曾为
宁波地铁设计过一个不锈钢作品，
不过没有入选。

此次在瑞士举行的迈阿密/巴
塞尔设计展上展出的传感椅也是如
此，张周捷为此花了近五年的时
间。从一开始木头手工做的“椅
子”，到富有机械质感的最新版
本，如今，只要人一坐上这把传感
椅，就会收集传感器测得的各种数
据，在计算机屏幕上自动设计生成
符合人体工学原理的椅子。而人们
只要摁一下按键，就能在各种各样
的椅子中，确定自己中意的一把。

这样的奇思妙想，在张周捷的
脑子里比比皆是。他用计算机模拟
地形，设计生成制作了一条地景装
置《人工河》。他说，现实中，人工建
造的东西多是直的，如马路、运河，
因为这样造价便宜，但是对大自然
损害挺大的。“如果能用计算机模拟
河的自然流向，也许更环保一些。”

现在，张周捷的许多前卫的创
意设计或艺术作品已经进入现实生
活。如他运用计算机自主设计的互
动数字雕塑已出现在上海地铁 8号
线五角场的出入口，成为上海城市
的地标之作。而万科、绿城等著名
房产商开发的小区里也出现了他充
满未来感的作品。

对张周捷而言，梦想驱动着他
的人生，为了强烈的表达需求，他
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种新知识，渐
渐地打通了数字设计与艺术领域的

“任督二脉”，进而成为“通才型”
的设计师。

张周捷学的专业是设计，记者
本以为他涉足数字设计和数字艺
术，计算机应是他的专修。没想到
近三个小时的交谈后竟然得知，他
的计算机编程、软件开发等知识皆
来源于自学。

他说，那些年，他去网上计算
机各大论坛与高手聊天切磋，当然
也请益那些计算机专家、学者和同
行。更重要的是，自己一边实践，一
边琢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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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访结束回市区的路上，张
周捷一边开车，一边回忆起他大学
还没毕业时的那段日子。2006 年，
他在联想集团的设计部门实习工
作，也为“联想”设计了几款键盘手
机，甚至获得了联想项目设计一等
奖。“这段经历尽管不到两年，却让
我对创业和公司运作有了深刻的理
解，现在我的团队如何运营、商业模
式如何开发，我也能略知一二。”

“人生所做的一切，是没有浪
费的。”这位探究着未来世界数字
设计与艺术“无尽之形”的宁波小
伙这样说道。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因为一把“椅子”，宁波人张周捷“火”了。
在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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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可不是普通
的 椅 子 ， 也 许 不 能

坐，但它们属于张周捷“三角网格物体
（椅） ”系列作品。更让人感到酷炫的是，
这些椅子由计算机自主设计生成，它们宛
若来自未来异世界，棱角、曲面、尺度等
各不相同，仿佛“一群自由生长的物体，
迥异中又以相同的材料、近似的结构逻辑
形成整体”。

34岁的张周捷是宁波人，出生于海曙区
横街镇一户普通家庭。10年前，他还是一
个留学英国的学生，如今却已然走在世界数
字设计、数字艺术潮流的最前沿。

“训练”计算机做设计搞创作——

这位宁波小伙，
走在了世界数字设计艺术最前沿

本报记者 汤丹文

张周捷的张周捷的““椅子椅子””系列参加系列参加““设计上海设计上海””展展。。

张周捷数字实验作品张周捷数字实验作品 位于上海地铁位于上海地铁88号线五角场的互动数字雕塑号线五角场的互动数字雕塑。。

张周捷和计算机一起为张周捷和计算机一起为““NikeNike””设计的球门作品设计的球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