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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原研哉本书不是讲颜色的。
其实，我是在尝试探究一个叫做“白”的实体，以找到由人们自身文化设定的那些感觉之源。
换句话讲，我试图找到那通过“白”的概念营造的简洁和微妙的日本美学的源头。
设计是我的工作。
我为人类的沟通而努力。
这意味着比起做“东西”来，我更多地是在解析“环境”和“条件”。
我在大量的展览中展示了我的工作，做了不计其数的海报、包装设计、符号标志以及书籍设计。
这些作品全都反映了我的既定“环境”的属性。
我的职业引导我思考怎样才能创造出能不断自我更新的形象，以及能留下恒久印象的清澈通透的东西
。
这一思维过程反过来又使我开始关注在日本，或更广泛而言，在全世界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化传播手段
。
随着这一连串想法的推进，崭新的答案在我心中萌动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空”与“虚无”是我在试图抓住沟通本质时思量的一些术语。
当人们分享各自的想法时，他们一般是倾听彼此的意见，而非将信息扔给对方。
换句话讲，有效沟通的基础在于我们能多好地倾听，而非我们能多好地将我们的意见推给坐在我们面
前的那个人。
人们已通过使用诸如“空的容器”这样的用语将沟通技巧概念化，以使自己更好地理解对方。
例如，与那些含义被限定得较窄的标志不同，十字、日本旗上的红色圆这样的符号，可以让我们的想
象力不受任何疆界限制自由驰骋。
它们就像无数空的容器一样，能包含各种可能的含义。
空的概念同样可从洞穴式的陵墓、教堂、小花园或茶室中发现。
它们都反映了空的概念。
虽然一开始我是在写“空”，但没多久我就发现，我其实是在说“白”:通过与“空”那宽广的含义谱
系对峙，“白出现了。
从语言学上说，白这个字，在日语里是出现在空白这个词组里的”。
这一联系最终迫使我根据空与白的关系去探索空的含义。
相应地，我最终也是先写的“白”，然后再转到“空”。
我希望，当你读完本书，“白”对于你，看起来已经有所不同了。
如果你能觉出它正在以一种新的、更高的清晰度放射着光芒，我们就可以说，你的感觉已被精炼过了
。
这样一个提升了的对“白”的认识也提供了一种条件，让我们能在更亮的光里看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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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是讲颜色的。
其实，本书是在尝试探究一个叫做“白”的实体，以找到人自身文化所假定的感觉的那些资源。
换句话讲，本书是在尝试通过白的概念找到一种营造简单和微妙的日本美学的源头。

　　相对于设计本身，本书更多地是在解析“环境”和“条件”。
它引导人们思考怎样才能创造出能不断获得新力量的形象，并留下长久印象的无比清晰的东西。
这一思维过程，反过来又使读者开始关注自身的文化土壤，或更广泛而言，在全世界发展起来的文化
传播的手段。
随着此思想进程的进展，本书正在引出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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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原研哉（1958—
）日本中生代国际级平面设计大师，日本设计中心的代表，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无印良品（MUJI）
艺术总监。
曾设计长野冬季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节目纪念册和2005年爱知县万国博览会的文宣推广材料，展现了
深植日本文化的设计理念。
在银座松屋百货更新设计中，实践了横跨空间和平面的整体设计观念。
在梅田医院CI设计中，尝试表现了触觉在视觉传达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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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作为创造催化剂的纸纸常被称为“印刷媒介”，由于电子媒介的兴起，此言尤为正确。
但与电子媒介本质上缺乏实体存在不同，纸的基本特性是无法用“媒介”这一概念完全概括的。
当我们以知觉的观点看待文化与文明，我们会发现，一个时代的人们周围存在着一种刺激创造欲的催
化剂。
以石器时代的文化为例，我们只需手握一柄石斧便可感受到那造斧之人发自心底的创造冲动。
石头的重量与触感给了它某种可能性，激发着任何拿着它干活的人。
石器时代持续的时间惊人漫长，据说这种斧子的形状传承了有十万年之久。
我们在今日很难想象一种工具及其使用能保持上千个世代基本不变，而当我们拿起这样一件东西，去
感觉其重量、硬度、质地，我们仍能从直觉上理解其创制背后的那种冲动。
即便是现在，不管什么时候，一旦手里拿着这样一件东西，我都会变得兴奋起来。
这种兴奋可被视为一种激发所有创造行为的动力。
铁器时代提供了类似的媒介。
铁这种介质既硬且韧的特性可视为农业和战争这类活动的一种催化剂。
犁与铲翻转土地的感觉鼓励人们去开垦荒地，建立和平的居所。
而他们侵略邻居的野心，他们对支配生死的力量的冲动，无疑受到了寒光闪闪的钢剑之锋的刺激。
巴比伦时期的泥板与楔形文字则为另一种媒介。
这些泥板的表面并不总是平的，实际上许多都鼓得好像要爆开一样，如同充斥着文件的笔记本，表面
拥挤不堪地刻写着细小的楔形文字。
这些板子为何翘曲得这么厉害呢？
原因大约是它们得是便携的，这种形态能让它们挤下更多的字。
换句话讲，高密度排字的原因可能源于想令其可用表面最大化的考虑。
因此，字母一定要小，表面一定要弯。
我们可以从实实在在的东西——泥板本身，和它上面的文字推断出这种愿望的强烈。
文化是人类愿望的一种反映。
如我们将此愿望与一艘船上的风帆相比，我们就能看出风这个关键角色，即盈帆的助力。
沿着文化与文明，这样实际的“媒介”总能找到。
纸的白色与弹性亦类似地刺激了人类的愿望。
纸不仅是一种无机物，一种可用于文字及图像印刷的中性表面，纸的本性更将人们引入了一种延伸的
对话，丰富了人们表达自己的能力。
书可理解为一种把这种对话往前推进的重要工具。
当我们沉入如空气般包围我们的电子媒介的内容之中，我们难道不应首先重新评估其沟通的感性力量
吗？
白的反刍我的工作需要我坐在一台电脑前，花上相当长的时间敲敲打打。
即便现在我都是在键盘上敲着，但我也花同样多的时间与纸接触。
在后一种情况下，我能感到头脑的另一部分正被激活，大脑消耗的能量突然剧增。
我只需让我的钢笔或铅笔尖与纸相触即可发生，而我的指尖与眼睛一旦介入，我的反应就强烈了。
例如，当我为印刷选纸，或是在做书的过程中考虑用纸时，与其说是去接触纸，或许更准确地说是我
在对其进行反刍。
我们用“反刍”这个词一般是指牛对一团草反复咀嚼吞咽的行为，而这里我是指对形象进行考虑与估
量的重复过程。
我从记忆里召集一系列白的形象，然后悠闲地将它们与我面前的真纸进行比较。
“反刍”似乎与此行为完全吻合，比“选择”或“审查”要准确得多。
书装设计始于将各种纸集合到一起。
你需要一种纸用于环衬，一种用于护封，一种用于内封，一种用于扉页，如此等等。
最终，还要有印正文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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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用彩色纸越来越少。
为什么是白纸抓住了我的注意力？
开始时我被彩色纸的变化多端吸引住了，对色标本中的大量色彩运用自如。
而到了某种程度，我几乎是别无选择地转向了白。
设计包含着对差异的控制。
不断重复相同的工作使我懂得，重要的是要限制那些差异，只保留那些最关键的。
我逐渐明白，如果我想编织一块有意义的地毯，重要的是细微的渐变，而非悬殊的不同。
如此，这块地毯便会精致许多。
当我在街上碰到的颜色变化激增，当纸质或电脑上的色彩模版从数百种增加到数千种，我发现自己对
颜色多样性的兴趣反而少了，我只把最基本和必要的材料放到我的工作台上。
这个决定无疑左右了我的工作。
因此到了某种程度，颜色本身变得多余而过剩。
颜色当然是文化，我在关于传统色的讨论中已经指出。
黑白照片当然是美的，但若是把所有颜色都从世界上去掉，它们的意义也就消失了。
当然我也不觉得人造色就是丑的。
正相反，我欣赏那些迷恋原色及其他鲜艳颜色的人，我也对能在真实世界中操控纯色的色彩计算能力
着迷。
不容置疑，设计的正常做法不允许对颜色的忽略。
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白的人，也并不回避使用颜色。
作为一个职业平面设计师，我每天都要用到它。
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当我动用颜色时，我会敏锐意识到这样做的“功能性”原因。
我理解，红色是用于紧急事故按钮和灭火器的一种适当颜色，简言之，支撑标识系统的逻辑出自于我
们的生活环境。
无论怎样，当我专注于工作中的细微情感与审美差异，我即开始无意识地从人造色的洪流转向不太惹
人注意的纯自然色的领地。
相比于对鲜艳与明亮的强调，我发现自己更加震颤于旧书褪去之色、混入日本和纸的纸板上的灰色，
以及锈蚀的雅致之色。
从植物种子与沙子那时尚、自然的色彩中，我发现了真实，甚至是一种血缘关系。
在所有这些东西中，留下最伟大印记的是白色。
白纸有无数种。
有些平滑如镜面，有些看起来则像鲨鱼皮一样粗糙；有些有着石膏般平整的表面，有些则有着蛋壳似
的肌理；有些闪亮如覆上了滑石粉，有些则莹白如雪。
我们找到的白纸可能摸上去如阴天般模糊不清，看上去如毛毯般又软又厚，或硬如木板，或轻如空气
，或随和，或强硬⋯⋯这个单子可以这样一直列下去。
因此，也许开始时看着容易，其实为一本书选纸总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因为要把这许多不同的
“白”整合到一起。
我们必须在“红白”、“蓝白”与“黄白”之间找到一个平衡，选定适当的纤维长度和厚度。
这样书的各部分就能各自扮演其恰当的角色：护封传达一种有力的沉默，内封则为初启之纯净，扉页
乃新开始之肌理，正文则将文字与图像放在清洁的背景上，或对读者的指尖柔声细语：“触摸我！
”白在与其周边颜色的关系中时进时退。
有时它会显得更“白”一些，有时又会显得不那么白，原因并非物理的，而是要看此种对比是使它显
得更亮，还是淡入背景，或是显得暗淡。
纸于今日是一种制造产品，已设立了标准，以衡量其白度。
碳酸镁——我们看到体操运动员在双杠比赛前往手上擦的白粉就是其中之一，它被用于衡量白度已有
很长时间。
近年来竟又开发出一种更白的纸，它不像荧光灯那样发青，而是纯白。
这种白能在与其他白纸的对比中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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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们想要加重白时我们就用它。
到了某个地步我开始意识到，仅凭使用最白的纸并不能使人获得白的最强烈印象。
事实上，一本只使用纯白的书给人留下的印象会很弱，远比不上一本对其封面、腰封、扉页、正文等
处仔细斟酌着使用的不同深浅白的书。
这大概是人眼对明暗的深浅适应太快的缘故。
而只有当我们的感官必须对透明度和重量也给予评估时，白的完整面貌才会呈现，最强的效果才能获
得。
当把一张半透明的玻璃纸放在一种带有蛋壳肌理的糙白纸上时，一种白的深度感才会被唤醒。
或当快速翻动镜子般的光面纸时，我们会遇见一种石膏般不透光的白，我们即会惊异于白之圣洁清丽
。
白的物理标准，即所谓的白“度”，并非我们如何感知白的一项指标。
相应的，只是白度更高并不能形成我们的印象。
大簇怒放盛开的鲜花之自给予我们的体验，一旦背后被衬上一张复印纸，立即就会遭到削弱。
浅白的花瓣饱含水分，而我们对其繁茂花朵之白的感知却是震撼的。
简言之，白是一种自我们的感觉之内产生的现象。
一本书的建构是基于对白的不断反刍，牵涉到眼睛、指尖和记忆。
我们对一本书的设计始于一本假书，一本空白页的书，也就是说，一个纸制的建筑形象，而我已无数
次立起这样的大厦了。
也许，像那白色的花朵一样，信息就是这类实验行为与无意识之间的一种合作产物。
我认为这种过程支撑着我作为一个设计师的感知。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白>>

后记

当我早上睁开眼睛，花园覆盖在雪中。
夜里我感觉到了雪在下。
我身体的某一部分秘密地记录着那种堆积，那某种东西正在外面静静堆起来的状况。
我向一个崭新的世界打开窗。
这个星球给予我们的许多景象是多么壮观啊！
当降水在空气中凝结，它变成了雪。
结晶的冰粒自得惊人。
它们把整个大地包裹了起来。
    近年来，如此之多的东西——建筑与城市、人与词语——好像都成了半透明的，也许我应该说它们
的感觉是好像它们是半物质的。
建筑变轻了，因为用了玻璃和其他新建材。
而穿行网络的词语渐渐湮没无闻，无家可归。
它们会被以某种方式更新成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吗？
或是多年保持其新鲜的外表，而不披上年龄的锈蚀？
我们一天天斗争着，试图扩展我们在这新的现实中感受到的新鲜和指望。
这半透明的世界终究是要继续生长的。
也许我们大部分的思维意识将会待在那里终结。
    而雪仍在下着。
雪片默默地飞舞着落入我掌中，融为几滴亮光。
白仍有力量将其神圣的荣光赋予我们，它们既不会消失，也不更新自己，也不变得透明。
    看样子雪还要继续下一阵子。
    2008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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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白》：原研哉引设计界翘首瞩目之作，以观察家的视野梳理时代潮流；以思考者的睿智发掘美意识
的根源和流转；以设计师的责任建构全新设计语法与风格观念。
《白》尝试探究一个叫“白”的实体，以找到由人们自身文化设定的那些感觉之源。
它试图通过“白”的概念探寻营造简洁微妙的日本美学之源。
当你阖卷回味，“白”对于你，已经有所不同了。
这一重新审视“白”的契机，让我们能在更亮的光里看清自己的世界。
“白”这样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其实，“白”只存在于我们的感觉认知中。
因此，我们一定不要试图去寻找“白”，而要去找一种感觉白的方式。
通过这一过程，我们会获得一种对白的知觉，比我们正常体验到的白还要更白一点点。
这会让我们察觉到日本文化中白的惊人多样性。
我们开始理解寂静和空的空间这样的词语，并能区分它们之中所包含的隐含意义。
当我们达成了与白的这种密切关系，我们的世界就会更亮，而其阴影也会更深。
——原研哉（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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