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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最真实的自己
 【文/桃之】

首饰之于我，意味着思想的出口，搜

寻、关注生命体的发展和潜藏动因的

载体。

——李桑

2001年在中国美术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2010年在上海大学获得首饰艺术硕士学位

现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时尚设计学院教师

SANG尚坊首饰工作室设计总监

李桑

创想

Designer

创意志
Design

年轻人，无创意不生活！
No.1635 /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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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幸可以亲见李桑的首饰作品，你会惊讶，原来素净和华丽竟然可以如此和谐统一地融

于一体。李桑喜欢独具个性的材料，但在她的作品中，宝石往往不是主角，金属才是，银的材料更为

多见。银的洁白色调显得素雅而温暖，在她精致的手工里更变得婀娜多姿。繁复的线条和灵动的造

型，让一抹素白变得内涵丰富、韵味卓然。因为早年研习中国画的关系，让李桑有了自己的观察方式

和表现的角度。她痴迷于线条，有形、无形，用它们来记录自己的思考，表达对某种现象的态度及对

绘画的热爱。当人佩戴着这样的首饰，就像随身携带了“可移动的绘画”，显示出主人低调和精致。

如果有幸可以和李桑交谈，你会发现其实她的个性就像她自己的作品。虽然低调却总是有惊艳

之处。比如，虽然她现在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珠宝设计专业的教师，可是她最初本科学习的却是视

觉传达设计。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在寻寻觅觅，想找到一个自己可以为之追求一生的事业。2003年

在美国游学期间，她对首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就不断地看画廊、手工艺展，趴在电脑前浏览首

饰艺术、设计、手工艺术类的网站。那时她甚至可以自如地运用法文和德文检索首饰专业内容，虽然

不能参透全部，却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回国后，她还自行翻译了十几个首饰艺术家的介绍。

除了不断地吸收国外先进的设计，李桑还痴迷于手工，她的作品都是纯手工制作。用她自己的

话，这可能和她个性偏静有关。在行与说之间，更喜悦于行，喜悦于物品在手中逐步完善的过程。她还

说：“首饰对于我，往往起了记录的作用，就像作家用码字来传达思想或观念一样。”

近年来，她更是投身于传统工艺——花丝的传承。李桑说，花丝是最令个人感动的中国传统工

艺。它通过拔丝、搓、堆、垒、编、织、掐、填、攒、焊等二十多种工序把初始的银块，制作各样的细丝

再成为精美的饰品，每个步骤的闪失都会造成物件的失败。当初李桑看到师傅在制作中的恬淡和耐

心，那份坚持心手相连的志趣，除了敬佩以外就是推崇……如今李桑不单单把这项传统工艺保留了下

来，更力图从纹样、视觉形态方面进行突破，以适合都市人佩戴。优雅、精致、个性、易搭配，是她的花

丝作品令人难忘的特性，亦是设计师坚守的设计哲学。

很多人也许以为，一名艺术家、一位珠宝专业的教师肯定只要沉浸在自己创作中就行了，可是为

了让花丝这项传统工艺为更多人所认识、了解，李桑还是决定量产她的“心丝”系列。当然首次和市场

打交道，也颇费了些周折。在第一阶段的设计、打样、生产制作完成后，如何找到符合她工艺要求的加

工方变成了一件难事。最初找的加工方都不愿意签协议，甚至拿了委托的打样款，转身就进行复制，找

了柜台销售。此时的李桑，已然不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而是一个“斗志昂扬”的女战士，最

后，小女子解决困难的决心战胜了一切，终于让她找到了一个有良好制作能力，诚信的加工方。

李桑说，她只是一位随心、随性的设计师。喜欢慢节奏的生活状态，可以做白日梦，也可以让她很

专注、很深入地探究自己喜欢的领域。其实，她就是一款花丝银饰，宁静却有自己的韵味。

 心丝系列
材料：纯银

系列设计作品“心丝”的灵感，来源于对都市人孤

独感的体察。希望通过二十多道工序手工完成的的首

饰，传达心手相连乐趣的同时，也带给人原生态的温

情；致力于陪伴，不管是在喧嚣的都市，还是独自的旅

行……

 观·溯（系列作品）
材料：银、碧玺、沙弗莱、石榴石、透辉石、葡萄石

 “观·溯”，观其变，溯其源，静待荼靡……通过相

关工艺凝冻在生活中为人所忽视的，重现可能熟悉的

造型，体现“似是而非”的视觉镜像。

Q：你认为自己的设计风格是什么样的？希望表现

出怎样的精神？

A：现代中式。我努力用现代人的口吻来演绎花丝

首饰，以本土工艺为出发点，力图从纹样、视觉形态方

面进行突破，来适合都市人佩戴。精神上，希望体现人

文关怀，“SANG"无声，精致、低调、容易搭配的特质都

是为了陪衬；持有匠人的手工温度，为的是陪伴拥有者

经历、体悟、见证最真实的自己。

Q：在选择材料方面，有没有固定的模式？在将来

会不会对其进行突破？

A：对于艺术创作，在选材方面没有固定模式，不

同的主题只有适合和不适合；对于商业设计，会更多考

虑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和养护问题方面的需要。

Q：能否谈谈喜欢佩戴你作品的人，例如他们都是

哪一类人，拥有怎样的性格和生活特点？

A：就我了解，多为注重细节、平日装扮相对素

雅，爱美又讲究个性的知识女性。对于性格和特点，难

以以一概全。

Q：你怎么看待设计师品牌首饰与大众审美、市场

化的联系？

A：我的理解是，设计师品牌是鲜明体现设计师审

美倾向和喜好的品牌，他的设计风格、运作和管理方

式决定了受众群。既然是设计，必然会考虑到大众审

美，哪怕是一部分。对于市场化，需要专业的人运营，专

注于设计的独立设计师往往精力不够，会一定程度影

响市场的推广，所以需要志同道合的营销人才。

Q：你的设计理念是否有受到哪位设计师的影

响？平时比较崇尚的设计师有哪些？

A：在设计方面，我是一个追随自我的人，设计理

念没受到过什么影响。有很喜欢的设计师，如三宅一

生、Victoire de Castellane、马可等。

Q：在未来，对自己的独立品牌“桑·SANG”有什

么计划或期望？

A：一个品牌的命运跟“天时、地利、人和”息息相

关。回想年少时印象深刻的广告，当年曾经叱咤风云的

好多产品和品牌早已灰飞烟灭。我希望自己的品牌如

丛林中潺潺的溪水，清澈、舒缓、有声。

Q：有人说首饰是“最不必需的必需品”，在你看来

首饰的作用是什么？

A：我觉得首饰是点亮人的最佳物品，因为大多聚

集在人的上半身，尤其面部周围，最容易为视觉捕捉到

的地方，所以选择合适的首饰非常重要。

 雪
材料：银、珍珠

这系列作品体现国画中线条的流畅和气韵的

生动，通过浇铸让银具备藤蔓的视觉特点，记录自

然植物体在空间中的线性体征，和它们在时间里成

长，在某一时刻停滞的线性状态。凝固印象中雪后的

场景，保存曾经感动过我的，雪后空气中飘零的细腻

且又空灵的味道。

 灵
材料：银、拉长石

“灵”重在打破惯常线条的特

质，受国画笔墨“黑团团里，墨团团”的影

响，将线性结构隐藏在主体部位中。试

图体现一种“似有似无，似是而非”的

视觉镜像。反映了个人对于抽象美的捕

捉，尝试在惯常尺寸，外形基本对称的基

础上创造一种貌似传统，却具有张扬特

质，带有某种破坏意味的首饰样式。

 归·谧

材料：纯银

现代都市的快节奏，打乱了人们内心的平静与灵魂的安

宁, 一切就绪的表面下潜藏着各样不定、迷芒、失落……作品

旨在唤醒，回归本真，聆听内心，追求最原始, 人性的平和。

 梦
材料：银、花草石、玛瑙

 “梦”是继作品“雪”、“灵”之后，对中国画气韵、笔墨在

首饰中运用的再次探讨，以天然花草石为介质，流畅、简洁的

线条为结构元素，力图以现代人的眼光，在首饰这个载体里

体现国画小品的情趣和意境，给人古朴的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