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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任性叫坚持
 【文/桃之】

家具是人们日常接触最多的产

品，那么就意味着它必须能够承载人们

更多的情感。手作的产品意味着人们要

花精力和时间在上面，可能是边角的打

磨，也可能是最后的涂装。一件经过手

工打磨的家具跟某些大量贩制的产品在

“情感”上就会给我不同的感受，我会

更乐于接受人们用手工完成的产品，即

使它会有瑕疵。

——张晨

央美研究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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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无创意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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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中央美院非常有才华的女生，毕业设计作品“规矩”在展出后不久便被法国吾号画廊订

购，最初的光环，似乎照出前途的一片光明，但是追求梦想的脚步总是充满这样或那样的羁绊。

毕业后，她先是到一个公司做产品设计师，一个看似门当户对、光鲜亮丽的职业，却无法给张晨

真正的快乐。“每天都在机械地重复一些事情，用到设计上的时间很少，不知道在忙些什么”，这对于

生活充满追求的张晨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一年后，她毅然选择了辞职。

辞职后，张晨选择自己独立制作手工艺品，“当时想得很简单，就是我能做一些东西拿出去

卖”。这一切看上去似乎一片光明，然而现实却依旧残酷无情。网店接到的订单很多，卖得很快，这似乎

是个很好的兆头，但由于手工制作的生产周期长，张晨经常会供不上货，与此同时，成本和风险都要自

己承担……三个月下来盈利微薄，甚至无法支持接下来的生活。无奈之下，张晨只能选择暂停合作。

但挫折的另一方面便是收获，如今的张晨是如此的干练，这与她当年在大公司工作以及与其他客

户合作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张晨不是一个喜欢“闷头”独自创作的设计师，很早她就摆正了作为一个设

计师应该在的位置，做真正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的商业项目。而服务于人，懂得和人沟通，了解人的

需求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2012年，“GUI JU STUDIO”创立。张晨从毕业设计到公司及工作室的商标都沿用着“规矩”二

字，“规”为圆规，“矩”为直角尺。“我希望我的工作室、我的产品不单单是一个设计这么简单，做设计

要先做人，人没有问题，你的设计就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女匠人”对于自己的职业操守最基本的道

德要求。

品牌成立不久，张晨再次遇到挑战——由于北京周边工厂的外迁，产品的量又无法达到大工厂

的要求，她的产品生产不得不搁置了。但是，有时候“困难”也孕育着机遇。考大学的时候，她曾经最想

考建筑系学室内或者环艺，后来阴差阳错选择了产品专业，可是没想到毕业后却得到“圆梦”机会。从

为一些客户定做家具开始，因为家具需要匹配的环境，她得到了一些客户的信任，开始做与之相匹配

的空间设计。张晨慢慢又开始学习一些室内空间的必要知识，后来慢慢偏向店铺的整体家具定制与

空间设计。由于店铺设计相对于单体的家具设计，要更多考虑人动起来的感受。人是活动的，要考虑动

线，考虑人与展示家具的关系，甚至人的视觉与家具的遮挡等等。因此，在店铺空间设计中，她更能理

解人与空间的关系，。而这恰恰与她离最初的“设计为人的服务”理想又近了一步。

张晨称这个过程是一种循环，绕了一圈又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让她倍感幸运。其实，更应了那

句话——“机会永远给有准备的人”。虽然毕业后的工作经历曲曲折折，但是因为心中的梦没有变，心

中的爱没有变，所以才能让她在各个设计领域游走得如此自如。现在张晨对设计师又有了新的认

识，她觉得“艺术家更执着于坚持自我，而设计师的思维和处事方式应该更灵活，更敢于改变”。

 附灯书架
阅读就是自我“充电”！我希望做出一件产品，可以提

醒人们不要忘记这条“规矩”。于是我将书架和灯还有灯

塔结合起来。灯可以取出单独做桌灯使用，其自身带有蓄

电池，当蓄电池电力不足时，人们需要将灯重新插回到书

架内部充电，每每此时，我想使用者应该会会心一笑。

 可开关工作桌  

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大家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

我们工作的时候，如果突然要做一些生活上的琐事，那么就

意味着要收拾桌子……所以，我想，工作和生活分开吧！我

将平常的工作桌进行了设计，分为两层，底层为工作空间，上

层为生活空间。当上述情况发生时，我们可以在不更改工作

状态的情况下迅速地进入生活状态。

 文具盒
古朴的木质文具盒，是一种很怀旧的感觉。在文具

盒的四个角各安置了一个吸铁石，所以不必担心它在包

里会散开来。米色和棕色两款文具盒“自说自话”地交

换了它们的盖子，内部的空间很狭小，如果你的文具太多

恐怕会放不下。

 栖鸟杂物盘
没有比这个栖鸟杂物盘更清新的了。一只小鸟停在“枯

枝”上，似乎有些寂寞。快在“枯枝”上挂满你心爱的首饰，与

栖息在此的小鸟作伴。随意地在下面的杂物盘上摆几样小

物，都能与平滑、独特的“枯枝”组成一幅极美的图画。

 苏州诚品书店设计师买手店
这个空间的主题是“莫比乌斯环”。将整个空间的空

间隔断和展示家具相结合，试衣间也是“莫比乌斯环”的一

部分。一部分展架也是环形本身。整个空间的可变化性较

大，在里面穿梭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较强的整体感。

 豆豆杯 

杯托和杯子的豆豆把手都是用红酸枝制作而成的，这种

木头的纹理非常特别。利用骨瓷和实木的双重温润感，创造

人们在饮茶过程中的一番乐趣。杯子在正常情况下为倾斜状

态，但是在茶水注入的过程中，杯子会慢慢变成垂直状态。

 沈阳设计师买手店
这是一个2层楼加楼梯间的狭长空间，我们将3

个立方体插入了这个空间里，一部分当作试衣间等用

途，另一些则作为小的展示区域。空间内的衣架也没

有做成固定衣架，而是设计成了可以依靠钢丝进行升

降，以方便在狭长空间内更好地变换展示内容。

 儿童坐具
专为儿童设计的坐具，与动物的外形进行结合，使

儿童爱不释手。材质和涂装方式均为环保材料。

 梳妆台
这梳妆台的造型和旧时的电视机很像，可以让它

带你回到过去。斑驳的墙面和梳妆台相互映衬，仿佛带

你回到了那个“从前慢”的时代。清晨，你不用再忙忙碌

碌地赶去上班，而是坐在梳妆台前，不紧不慢地画一个

精致的妆，这样的生活才是你想要的。

Q：对于空间设计，虽然客户需求不同，几个店铺的风格也不

一样，但是由你来把握，属于你的“原则”是什么？

A：我其实经常被别人说没什么自己的风格，说个人色彩不

浓烈，但其实我并不在乎。面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的要求，我相对

固定的“原则”应该只有一个：设计是为人服务，不过度设计，不

喧宾夺主。就好比设计一个服装店，它最主要的功能是销售服

装，那么在设计的过程中，整个店铺的色彩，家具的结构，就不

应该争抢服装的主角光环了。不过度设计，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

点。有些设计一味地追求新材料新技术，而脱离了人的使用，那

只能算是工艺品。人们都说日用品是没设计的，但我恰恰认为最

棒的设计就是我们平常用的最普通的日用品。

Q：你的家具品牌叫“规矩”，你觉得你会坚持这个品牌精神

吗？“规矩”和设计需要的“天马行空”，甚至需要一些“任性”有

矛盾吗？

A：我的工作室叫“规矩”（GUIJU DESIGN），我并没有把自

己的工作室限定在只做产品设计上，只要跟设计有关的，甚至平

面摄影我们可能都会涉及。我想“规矩”两字可能是我对自己的

要求吧。我从小生活在北京，耳濡目染地，就接受不了不仗义、不

“局气”的人。我爸总跟我说，先做人，再做事。有些时候你发现

这个人不成，他多半做的事也不会长久。“规矩”更多的是指对

事对人的态度，跟设计的多样性不会冲突。

Q：在设计领域，你个人最欣赏的设计师是谁？你的设计有没

有受到他/她的影响？

A：我其实每个阶段都在欣赏不同的设计师和艺术家，有些

时候是我本专业的，有些时候不是。像我原来很喜欢贝聿铭，后来

也钟爱过安藤中雄，最喜欢他的光之教堂。H.Skjalm P.的灯具我

也比较喜欢。对我有影响的可能就是比较简洁的设计风格，还有

就是你所设计的任何东西与使用者和使用环境都要相互和谐。

Q:有人说设计师是很“苦逼”的活，你如何看待设计中的

“苦”和“乐”？

A：我也会抱怨啦，刚毕业的时候被甲方无厘头的要求气

到半死，还经常遇到上来就先要看设计稿的。每年年底，我们很

多设计行业的朋友开玩笑都说在干一件事，就是催债。可能没干

过设计的人都没法理解，明明你付出了工作和时间，却要求别人

给你钱的那种“苦逼”吧。我想“苦”太多了，不被理解的也太多

了，但是抱怨没啥用，更多的还是希望有所改善吧，大家相互理

解，多沟通，任何事情就都能解决了。有时候我烦了就会自己跑去

工房做东西，慢慢缓解自己的情绪，也许这就是一种“乐”吧。 我

觉得“苦”和“乐”都是相对的，一切也都会变好的。

 大连蛋生空间
这个空间位置在海边，客户希望做成一个Art 

space氛围的空间。我们选择了中性灰色，空间的一部分

采用了木质结构，隔断则选择了可旋转的隔扇形式。在

不作为展览空间的时候可以完全打开，空间相对通

透。在举行展览时，进行封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