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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理论启示。方法 以时代语境与国际设计思潮为背景，与现代主义设计进行比较分析，以“孟菲斯”

的设计作品为解读对象，剖析“孟菲斯”设计的批判策略。结论 “孟菲斯”设计以代表技术理性且日

益僵化的“意大利线条”为首要批判目标，采用失调的比例与尺度、材料的感性组合、对比强烈的几何

造型等畸趣设计手法，通过借鉴波普设计，并运用隐喻认知手法融入大众文化，针对象征精英与权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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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Strategy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in “Memphis” Design 

TANG Lin 
(1.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2, China; 2.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critical thinking and strategy of “Memphis” design, which is helpful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of Western post-modern design and radical desig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enlighten-
ment for the practical design practice, as “Memphis” design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st-modern industrial de-
sign trend in the West.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and international design trend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made 
with modernism design, and works of “Memphis” design were taken as the object of interpretation to analyze the critical 
strategy of “Memphis” design. With the increasingly rigid “Italian lines” representing technical rationality as the primary 
target of criticism, “Memphis” design employs such abnormal design techniques as imbalanced proportion and scale, per-
ceptual combination of materials, strong contrast of geometric modeling, etc. A strong and absolute criticism has been 
launched for the Italian orthodox design, which symbolizes elites and dignitaries an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olidi-
fied and conservative at the same time, by drawing lessons from Pop’s design and integrating metaphorical cognitive 
techniques into popular culture. 
KEY WORDS: “Memphis” design; technical rationality; critical strategy; abnormal techniques; mass culture 

无论是在遥远的古希腊、中世纪，还是现代启蒙

运动时期，逻辑理性在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

直占据重要位置，随着科技革命的推进，理性主义与

科技相融合，形成了技术理性。技术理性对现代主义

设计的发展同样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乌尔姆设计

学院甚至把技术理性放在了绝对的主导位置，它的第

二任校长托马斯·马尔多纳多提出：设计就是科学技

术，而不是艺术活动；设计应该而且必须是理性的、

科学的、技术的[1]。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工业与理

性文化的深度发展，人的异化和生态破坏问题让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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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陷入了新的危机[2]，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思潮接

踵而来。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统治让人失去了批判与超

越的维度，形成了“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指出科

学技术形成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在设计领域，无论

是波普设计的玩世不恭、还是意大利反设计运动的激

进与前卫、亦或是后现代建筑设计对于历史文脉的折

衷运用，其根本的动因都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和对人

的主体自由的追寻，“孟菲斯”设计以其独特的批判

性表现手法成为激进设计的典型代表。 

1  反叛“意大利线条” 

1.1  技术理性与“意大利线条”的有机融合 

二战后，意大利人以积极乐观的姿态迅速进入到

了战后重建过程，工业设计对于塑造意大利国家的产

品品质与国际声誉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战

后受到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意大利在文化与设计思潮

中很快就被美国的设计与文化观念所吸引，他们认为

美国的设计是在其民主的观念之下形成的，作为五十

年代意大利最有影响力的设计师之一的吉奥·庞蒂

说：“我们‘好生活’的理想和我们住房及生活方式

所表达的品味与思想是同一种东西[3]”，这一思想整

体反映了战后意大利主流设计界的对于美国样式主

义的学习态度。然而，相比美国为了获取商业利益疯

狂的“有计划的废止制度”，意大利显然将形式、品

味、时尚结合得更加从容与优雅，他们通过在现代雕

塑的语言中去获取灵感，在设计中更加着力塑造一种

富有雕塑表现意味的新有机风格，在五十至六十年

代，“意大利线条”也因此成为了意大利新现代美学

风格的象征，成为了“好品味”设计、“优雅设计”

的代名词。奥利维蒂公司的产品设计师马塞洛·尼佐

利 1950 设计的 Letter 22 打字机见图 1，以其流畅的

外观、优雅的线条、清晰的按键、小巧的机身成为这

一时期打字机的典范。1951 年，马克·扎努索为阿

弗莱克斯公司设计的著名的女士座椅见图 2，它以开

阔的曲线造型，以及对泡沫橡胶新材料的使用让这款

椅子在当年的米兰国际博览会上获得了大奖。然而

“意大利线条”在后期的发展中却日益僵化与形式

化，“意大利线条”的兴起与僵化见证了意大利正统

设计的繁荣与被反叛。 

1.2  “孟菲斯”设计对“意大利线条”的反叛 

“意大利线条”发展到后期进一步显示出固化与

守成的态势。它们在极少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指引下逐

渐与国际主义趋同，设计师的设计方法与思维也很难

逾越他们自己逐渐构建起来的理性系统，曾经具有民

主关怀的优雅线条最后演变成了新的“国际主义式

样”，他们日渐成为了经济富裕和有生活品味的物质

生活方式。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意大利经济危

机的出现与学生运动的爆发，波普设计向“优雅线条” 

  
 

图 1  Letter 22 打字机 
Fig.1  Letter22 typewriter

图 2  女士座椅 
Fig.2  Lady armchair 

 

  
 

图 3  Pacific 衣橱 
Fig.3  Pacific wardrobe 

图 4  Plaza 梳妆桌 
Fig.4  Plaza dressing table

 
打响了反抗的第一枪，紧随其后的“超级工作室”、“阿

契佐姆”、“阿契米亚”纷至沓来，“孟菲斯”则是达

到了反设计运动的最高潮，设计价值的巨大转变并不

是孤立的事件，它是六十年代后期意大利经济、政治、

社会整体矛盾症候的表现之一，而反对理性固化、批

判权贵精英、解放人的主体性与自由性无疑是他们最

核心的诉求。1981 年 9 月，“孟菲斯”设计小组在其

举办的首次展览会上直接用他们的设计作品来展示

与现代主义设计迥异的创作思维和设计方式[4]。首次

展出的三十一件家具中包括著名的迈克尔·德·卢奇

设计的 Pacific 衣橱见图 3 和迈克尔·格雷夫斯设计

的 Plaza 梳妆桌见图 4，这些作品大多造型新颖、色

彩艳丽 [5]。他们大量使用棱角分明的方形、三角形、

折线形等几何形，与之前“意大利线条”的优雅曲线、

圆润造型争锋相对；鲜艳夺目甚至感觉艳俗的色彩搭

配与“意大利线条”的单纯雅致用色格格不入；庸俗

廉价的三聚氰胺塑料饰面板也很难将他们与“意大利

线条”所代表的精致高贵联系起来，似乎他们的设计

就是为了故意反抗与批判“意大利线条”而诞生的。

虽然当时很多设计批评家对其提出了诸多质疑与批

评，但他们对于打破功能主义、技术理性的神话仍然

产生了深远影响。 

2  “畸趣”破坏手法  

“畸趣”是一个德语词汇，这里引用中国学者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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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孟菲斯”主要的畸趣表现手法 
Tab.1  The main abnormal expression of “Memphis” 

主要手法 代表设计师 代表作品 图示 

失调的 
比例 

埃托·索特萨斯 卡尔顿书架 

感性的 
材料搭配 

丹尼·拉利 碎玻璃与木材

构造的桌子 

对比强烈 
的几何形 

帕特·切尔 羊毛沙发 

 
朗的译法，音译为“畸趣”，其含义大致是浅显、新

奇、炫耀、时尚等[6]。畸趣的破坏手法无疑是对意大

利“优雅设计”的反抗与解构，是对当时社会语境下

消费主体青年一代叛逆心理的迎合，具体通过产品失

调的比例与尺度、材料的感性组合、以及对比强烈的

几何造型来得以实现。“孟菲斯”主要的畸趣表现手

法见表 1。 

2.1  失调的比例与尺度 

比例是指物品本身各个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

整体之间的一种比率关系，而尺度则是指产品的尺

寸、高低、大小与使用者之间相适应的程度。古希腊

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比例看成是事物构造以及形成和

谐美感的基础，现代主义代表建筑师、理论家勒·柯

布西耶把比例与人体尺度结合起来提出了著名的模

数理论，模数成为了现代工业生产、与批量化生产的

重要手段。 
“孟菲斯”设计使用失调的比例与尺度的破坏手

法无疑是向现代主义设计的技术理性发起的挑战与

对抗，这种对抗不仅仅是对现代主义设计沉闷的设计

样式的回应，更是对于“优雅设计”所代表的权威、

逻辑、理性、系统、结构以及精英主义的对抗，他们

希望通过这样的破坏手法让设计变得更加生活、闲

散、意趣，并以此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索特萨斯

在 1981 年设计的卡尔顿书架见图 5，如果按照功能

主义设计的原则即让书架能够最大化的放置最多的

书籍来进行衡量，这个书架显然是一件很差的设计作

品，不合比例的书架搁板和尺寸空间以及不规则的搁

板造型都不利于书籍的摆放与收纳，怪诞的造型无疑

也会增加批量化生产的难度与成本。他的另一件代表

作卡萨布兰卡橱柜见图 6，它的比例与尺度更是让人

不知所云，橱柜长、宽、高尺寸分别为 151/39/221 cm，

一个深度只有 39 cm 的橱柜很难想象能够放多少厨

具在里面，甚至在国内的一些著作中把它解读为屏

风，由此可见其功能语义的模糊性。然而，正是通过

这种失调的比例与尺度，以及夸张的造型，让他在观

众的心中烙印深刻，并且成为了设计史上著名的后现 

  
 

图 5  卡尔顿书架 
Fig.5  Carlton bookshelf 

图 6  卡萨布兰卡橱柜
Fig.6  Casablanca cabinet

 
代作品。很显然，无论是卡尔顿书架还是卡萨布兰卡

橱柜，索特萨斯的设计初衷本身就不在它们的功能使

用，甚至几乎就没有考虑它们的功能性，天真、滑稽、

趣味、鲜明、活泼的美学特征似乎让它更适合当一件

装饰品或者室内陈设品，这种失调的比例与怪诞的造

型极富叛逆与意趣的美学特征，让它们十分契合青年

一代消费者的心理。此外，“孟菲斯”的其他设计师

例如迈克尔·德·卢奇、马丁·贝定也经常使用这种

设计手法，其中德卢奇的边桌系列以及贝定的书架都

以失调的尺度设计成为典型作品。 

2.2  材料的感性组合 

材料在设计产品中作为产品存在的物质载体，经

过设计师人工改造之后赋予其存在的形式，古希腊哲

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质料是潜能，他本身没有规定

性。形式是现实，被形式所规定了的质料就成为现实。

事物的变化实际上是由潜能到现实的不断地转化过

程[7]。他把一切事物的成因归结为四种：材料因、形

式因、创造因和最后因。在“形式追随功能”的现代

主义时期，功能的实现无疑成为最后因，材料、形式、

创造、功能之间均是围绕功能为核心而形成了一个稳

定的结构编码关系。“孟菲斯”对于材料的选用则脱

离了这样的理性编码，他们通过感性的诗意组合让材

料成为了具有独立价值与意义的语意媒介，材料在他

们手中成为了设计师个人情感与理念的物质表达载

体，它们不再受制于功能的理性制约。索特萨斯用大

理石与棉布织品“错搭”设计的阿格拉沙发让观众在

“冰与火”的感受中体验材料的冲撞刺激；马可·查尼

尼醉心于通过绚烂的玻璃材质设计各种花瓶，通常让

人迷恋于玻璃材质的绚烂剔透之美而忘却了它的主

要功能；马蒂奥·图恩则把白色陶瓷的温润与冰洁应

用在了造型各异的器皿之中。材料在“孟菲斯”的设计

师手中充分彰显了自己的独立性格。其中，丹尼·拉
利在设计中对于破裂玻璃的使用把设计的批判性发

挥到了极致，比如玻璃构造的椅子见图 7，玻璃与金

属构造的椅子见图 8。破裂玻璃带给人的刺痛感与碎

裂感很难让人联想到它能带给人使用功能上的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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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玻璃构造的椅子 
Fig.7  Glass chair 

图 8  玻璃与金属构造的椅子
Fig.8  Glass and metal chair
 

性，如果说“孟菲斯”其他设计师的设计作品与正统的

“优雅设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戏谑与嘲讽的话，那么

丹尼·拉利破裂玻璃系列作品绝对是最歇斯底里的对

抗与攻击，完全形成了决绝对立的强烈反差立场。玻

璃的冰冷、碎裂以及带给人的刺痛感让他的这组作品

与装置艺术几乎没有两异，它与批量化生产之间完全

产生不了任何联系，或许这正是设计师对沉闷的现代

主义设计发出的最强烈的反抗之音。 

2.3  对比强烈的几何造型 

“意大利线条”发展后期逐渐沦为了与国际主义

风格类似的程式化样式，成为了象征权贵资本主义的

形象与符号。“孟菲斯”设计为了打破这种程式化、

体系化、结构化、理性化的固化样式，大胆采用了对

比强烈的几何造型。帕特·切尔作为洛杉矶的艺术家，

出生在洛杉矶的回声公园地区，并且一直在那里工作

与生活。他不仅是“孟菲斯”设计集团的联盟成员，

而且作为“孟菲斯”设计理念的拥护者、宣扬者、与

实践者，他还与美国建筑师协会一起成为了第二十三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设计团队成员，他设计了许多洛

杉矶、加利福尼亚以及其他城市公共雕塑，由于他对

洛杉矶城市文化的巨大贡献，被授予了洛杉矶城市文

化生活贡献奖[8] 。他设计的沙发与桌子大量采用了对

比强烈的几何形体，比如羊毛沙发见图 9，“巴西”桌

见图 10。沙发的扶手、底座分别用圆柱、三角形、

弧形等对比鲜明的几何形体，再通过对比强烈的色彩

装饰，如同童趣十足的儿童积木。他设计的桌子的桌

面则直接采用锐利的三角形木板，桌腿则由几何形体

支撑，很难想象这种尖锐的三角形桌面能够带给人安

全、舒适的用餐体验。然而他正是通过这种尖锐与极

端的造型手法如同一把锐利的匕首一样狠狠地刺向

了象征精英与权贵的“优雅设计”。其他设计师例如

安东·西比克、安德列·布兰兹、汉斯·霍莱因等也

经常使用这种对比强烈的几何造型。安东·西比克在 

  
 

图 9  羊毛沙发 
Fig.9  Wool sofa 

图 10  “巴西”桌 
Fig.10  “Brazil” table

 
他的白瓷茶具作品中将茶壶、杯柄都设计成了棱角分

明的三角形、四边形，并且与茶杯的圆形与杯托的曲

线形成了强烈对比；安德列·布兰兹设计的格里蒂书

架用大量的三角形作为隔板，同时与水平搁板形成强

烈对比，迥异于传统书架严肃沉稳的面孔，与正统的

“优雅设计”形成了鲜明对比。 

3  融入大众文化 

“孟菲斯”设计借鉴的文化元素很多，甚至不能

用准确的线条对它们划出范围上的边界，只要是有趣

味、有意味的东西都可以引发他们在设计上创作的灵

感，通过汲取大众文化元素，打破理性设计的单调、

冷漠与乏味，设计师们努力希望通过自己的设计成为

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精英。 

3.1  借鉴波普设计 

在“孟菲斯”打破理性设计的手法中，波普设计

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波普设计借用大众文化元素，

很好地满足了战后青年一代对传统的叛逆与对自由

时尚追求的文化心理。夸张的色彩、戏谑的造型、用

毕即弃的材料成为他们批判国际主义的语言标识。

“孟菲斯”对波普文化的借鉴最显著的特点即是对色

彩的夸张使用以及对塑料贴面板的应用。“孟菲斯”

设计的创始人埃托·索特萨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成为

了奥利维蒂公司雇佣的工业设计师，他在 1969 年为

这家公司设计了著名的情人打字机见图 11，这一打

字机大胆鲜艳的红色外观显然受到了波普文化的影

响，打破了意大利优雅设计沉闷的语境，十分符合年

轻一代青春活力、朝气蓬勃、富有叛逆精神的品味需

求。《Abitare》杂志曾经这样描绘了这一打字机：

他们开发的这一产品可以用在除了办公室以外的任

何地方，它不会提醒任何人那些无聊的工作日。相反，

它让人想到一个业余诗人在一个安静的星期天带着

它去乡下写诗，或者是一件放在公寓上的色彩艳丽、

具有装饰性的物品[9]。在后来加入“孟菲斯”设计集

团的美国设计师帕特·切尔设计的许多椅子和家具都

大量采用了鲜明的红色，其中在 1982 年设计的贝莱

尔扶椅见图 12 是其典型代表作，大胆的红色表达在

国际主义风格的设计作品中是很难想象的，这从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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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情人打字机 
Fig.11  “Valentine”  

typewriter 

图 12  贝莱尔扶椅 
Fig.12  “Bel Air” 

 armchair 
 
以体味出作为当时消费主体的青年人对于沉闷、乏味

设计产品歇斯底里的呐喊与反抗，充分显示了青年一

代鲜明而强烈的反叛抗争姿态，以及他们对于个性

化、时尚化、情感化设计的渴求。“孟菲斯”对于

波普文化的借鉴还体现在他们对三聚氰胺塑料饰面

板的使用，这一材料色彩艳丽、纹样丰富，其塑料

质感贴近大众日常生活，他们的许多设计师都不同

程度地使用这一材料装饰产品表面，相比“优雅设

计”材料的典雅与精致，显然更接近市井小民的日

常生活。 

3.2  隐喻生活文化 

隐喻历来作为文学艺术中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

从二十世纪开始，隐喻逐渐从修辞学扩展到语言学、

哲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领域，隐喻也从一种修辞手

法上升到了一种认知方式。隐喻认知说是说隐喻是以

一个新的概念去理解另一个概念，可以产生新的思

想，具有认知价值[10]，因此，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

法，它还是一种认知方式，它可以让人们重新建立起

不同于习惯性认知的一套新的语言。“孟菲斯”的设

计师便很好地运用了隐喻的认知功能，他们在满足产

品功能需求的同时通过汲取大众生活中的日常事物

作为喻体，以此让人们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唤起他们

日常生活、环境、文化记忆等的切身感受，更好地实

现人与产品之间的交互活动，增加产品的趣味性与亲

和力[11] 。例如，索特萨斯在 1981 年设计的阿育王台

灯见图 13，它的正面结构如同一个充满科幻与神奇

的外星人头像造型，五个姿态不一的灯泡如同外星人

的触觉感知系统，左顾右盼；左右灯泡之间整体保持

对称的结构并且各自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动态变化，富

有诗意与天真童趣的浪漫造型让无疑会让消费者的

体验过程充满趣味与新奇；而塔希提台灯见图 14，

则通过借鉴现代卡通动画的造型方法，一方面既保留

了台灯的基本功能与基本结构的属性，另一方面又通

过卡通喻体作用于人的认知，人们在使用这个台灯

时，显然与仅具备功能理性设计的台灯的心理感受

是截然不同的，人们不仅是在借助照明，更多的是

如 同 

  
 

图 13  阿育王台灯 
Fig.13  Ashoka lamp 

图 14  塔希提台灯 
Fig.14  Tahiti lamp 

 

  
 

图 15  台灯 
Fig.15  Table lamp 

图 16  衣架 
Fig.16  Clothes hanger

 
在与一件诙谐、趣味的艺术品间进行轻松愉快的审

美互动。 
卡罗·贝尼尼更进一步增强了产品拟人化的隐喻

造型，他甚至把台灯（见图 15）设计成了一个动态

的人物形象，鲜艳的红色应用配合着人体动作的舒展

姿态，让灯具如同一个充满动感活力的装饰摆件，即

使灯泡不能发光，灯具以它极具艺术审美气息的造型

也同样会让人爱不释手。安娜·卡斯提尼富瑞尔的衣

架见图 16，同样使用了这种隐喻的设计手法，当衣

架上面未晾挂衣服时，衣架如同一个个姿态丰富的人

物形象依次陈列，平常十分普通的生活物品经过设计

师精心的处理之后变得趣味横生。由此可见，隐喻的

使用让“孟菲斯”设计巧妙地融入了大众消费群体的

日常生活心理中，同时也刷新了人们以前对产品现代

设计的惯性认知，增强了产品的文化意图以及新颖性

和趣味性，丰富了产品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4  结语 

“孟菲斯”设计的技术理性批判体现了“孟菲斯”

设计思想的根本内核，标识了“孟菲斯”面对现代主

义设计霸权的核心立场。他们针对象征精英与权贵同

时又日益固化与理性化的意大利正统设计，采用失调

的比例、材料的感性组合、对比强烈的几何造型等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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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设计手法，以及对于波普设计的汲取，并运用隐喻

认知手法融入大众文化，对现代主义设计进行了激烈

的反抗与猛烈的冲击。虽然由于他们极富个性的风格

追求与产品的功能性缺失等原因，让他们依然难逃脱

离大众，陷入知识精英乌托邦的理想化命运，但是他

们强烈的打破功能主义神话、大胆地注入设计师的个

人意趣的思想对今天的产品设计依然具有重要的启

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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