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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与日中友好会馆联合主办的“2017中日青年首饰设计东京交流展”在日本

东京后乐美术馆隆重举办。这是中日青年首饰设计师之间进行的交流和学习活动，也开创了艺术文化

交流的新篇章。包括2013年到2017年三届“上海新锐首饰设计大赛”的优秀作品，还有日本水野学园等

日本青年设计师的优秀作品共同展出。无论是中国首饰设计师的创意无限，还是日本首饰设计师的极

致表现，都为两国首饰设计与行业未来发展提供了参考性的启示。

毛文

独立国际珠宝顾问及策展人

Q：作为新锐首饰的策展人，您是出于什么缘由在这个展览

中添加了日本设计师作品这一块？

A：新锐首饰设计比赛已经经历了三届，前两届大赛和意大

利Trend vision机构合作，所有参赛的主题以及国际评委由意大

利方面提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17年第三届新锐首饰设计比

赛，得到了日本设计协会的支持，组委会希望将得奖作品带出国

门做交流的心愿，也得到了日中友好会馆的支持，所以就有了7月

19日的中日青年设计师的首饰交流展。

Q：在布展的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A：中国展品由组委会成员在日中友好会馆布展，而日本的

展品由水野学园的师生布展。大家同步开始，同步结束，非常合

拍。特别是日中友好会馆的负责人，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所以她

非常有效地工作，她告诉我们5点必须结束，因为她要去学校接

送孩子。而在整个布展过程中，她的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态

度让我们动容。整个布展过程就是一个中日交流的过程，工作人

员互相也在学习。

Q：请问您对日本设计师的这些作品有些什么见解？从您专

业的角度出发，您最欣赏其中的哪件作品？

A：水野学园是日本也是全球非常好的金工学校，所以日

本年轻首饰设计师的作品有一个共性，在工艺和金工方面非常

棒。日本的首饰非常简洁、精细，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作品，名为

“番茄去哪儿了”，红色的番茄精致有趣，手工精湛。

Q：您认为日本设计师的设计理念和此次获奖的这些新锐设

计师的设计理念有哪些区别？造成这些区别的原因是什么？ 

A：第三届新锐首饰设计比赛的获奖作品，水准很高，超出了

预期，也让日本同行惊讶。中国学生或者专业设计师，创意灵感令

人惊叹，日中友好会馆理事长在观看了中国的展品后，感慨道中

国设计师将人生哲学融入设计，而且是多元化的。而日本设计师

的作品，规范性强，工艺特征明显，有着单一的设计理念。中国年

轻设计师的崛起是整个中国经济带来的后效应，因为年轻设计师

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年代，见识境界都有所突破，而且敢于表现自

我的意识和不同，将东西方的精粹融于一体。

Q：希望他们能从日本设计师的作品中学习哪些东西？有什

么提议或者是建议想对新锐设计师说吗？

A：日本首饰设计师坚持一贯的调性，有着不可超越的精湛

工艺，在最简单的解构中表现出“有为”的一面。中国新锐设计师

还在摸索自己的设计风格，刻意的加法特征明显，但是无论如何

这都是年轻设计师要走过的路。希望他们坚持创新，平衡简单和

繁琐，将设计还原工艺和结构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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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边 晃子《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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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OMI KAMIMOTO《一片相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