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到2000年初的十年工作经历中，我了解到

一个事实-这个世界根本不缺乏能够设计出时尚的、优雅的、性感的、

漂亮的时装的设计师，但卻非常缺乏真正的服装设计师。在我的字典里，

时装和服装两个词的含义有天壤之别。事实上，在世界各大都市的高档

购物商场或名店街都充斥着各型各色的漂亮衣裙，这些变化莫测的时装

把我们的都市生活装扮得绚丽多彩，充分满足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欲望，

并几乎让我们相信：你可以买到你能想到的一切。

但随着年龄与阅历渐长，艺术的吸引力对我有增无减。艺术世界在

我眼前展开的动人心魄的精神图景带给我丰厚的精神食粮和与隔世知音

相遇的幸福感，我的旅行越发深入偏远的与城市迥异的乡野，这些带给

我对生命价值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我不满足于服装在生活中的实用

性及装饰性的功能，更不可能把获得名誉与利益作为支撑我的工作目标，

我渴望服装之于我如同油彩之于画家、石头之于雕塑家一样，拥有作为

一种单纯的艺术创作语言的独特表达，让人们不停留于对其表面形态的

观赏，而走向内心世界最深处的交流与思考。我对于人的心灵生活和灵

魂世界具有天生的强烈的探究愿望，通过那些深深感动我的艺术作品，

我深信最伟大最高尚的创作动机应该是出于“关心人”，对“人”本身

的终极关怀-关心人的情感、关心人的精神世界。这种关心包含了爱，

但比爱更为广阔、更无条件。我认为好的艺术应该能够探及人们的情感

与精神世界里最深刻最强烈的那些部分，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成为历史



的记忆，把那些曾经存在于人类生命中的珍贵情感和价值永远地保留下

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是谁。

我不满足于一般表像世界对于服装仅仅出于视觉上的赏心悦目或一

般人出于实际功能性的购买，我深信服装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语言，具

备观念传播、精神交流的无限可能性，甚至能够引发深思继而改变行为。

我追求的精神价值和目前的流行时尚完全相反，事实上，恰好是人类历

史所经历的那些质朴时代深深吸引着我，那时的人们怀着对大自然深深

的敬畏和对事物最初始的认识，过着一种最为本质的简朴生活。那些来

源于生活而非出于名家大师名下的质朴之作具有强烈的时间穿透力，没

有一丝的矫揉造作和对功名利禄的贪欲，横跨了千百年撞击着现在的心

灵。这就是我的追求，让服装回到它原本的朴素魅力中，让人们被过分

刺激的感官恢复对细微末节的敏感。今天的时代中真正的时尚不再是潮

流推动的空洞漂亮的包装，而应该是回归平凡中再见到的非凡，我相信

真正的奢华不在其价格，而应在其代表的精神。

在经历了阶段性的演进后，我对设计师的身份的认识归纳为：社会

责任的主动承担者、世界的先知先觉者、时代道德的引领者。

我们目前处于一个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呢？人类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农

耕文明后于 18 世纪末期进入了席卷全球的工业时代，这 200年来人类的

生活巨变甚至超过了过往历史的总和，人类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

富，但商业的空前繁荣使人们滋生的各种欲望却越发难以满足。这是一

个贫富分化十分严重，战争不断的难以安宁的世界。而到了21世纪的开端，

全球人类更不得不同时面对过去 200 年工业疾速发展中的短视与激进带

来的严峻的环境问题，网络的普及让这个地球变得越来越小，难以负荷

人类不断膨胀的欲望和索需无度。全球经济令人类在过去漫长的几千年

里孕育的多样性的文化差异被迅速地同化，传统技艺变成只能退缩到博

物馆的玻璃柜里的东西，却在我们的生活中销声匿迹，我的正在经历巨

变的祖国更有很多人为追赶未来而抛弃传统，实在令人心痛。



面对一个这样的世界，设计师无法继续以往以追求经济发展、最大

效率为原则的工业时代的身份，爱因斯坦曾说：“要渡过危机，无法依赖

造成此危机的思考方式。”在二十一世纪，设计师不应该再是一味只为

展示自我个性，创造短时间的流行的消费促进者，我们所面对的危机不

再是区域性、国家性的范畴，环境问题只是作为问题的表像存在，而更

深层次却反映出人性的弱点带给这个世界的灾难-我们无法逃避的人类

过往的短视、自私、贪婪、狭隘所累积的后果。环境问题带来的唯一的

正面价值就是：这是历史上首次需要全人类共同去面对、去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危机面前，人人有责、人人平等、无一例外，这危机让全世界的

人们深切地意识到：我们是一体的，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贫

穷还是富裕，无论大都市还是小乡村，我们彼此互相依存，不能取代。

我们生活环境的创造者-设计师们，不能再关上设计室的门沉溺于最新

的音乐里自我陶醉地发奢华之梦了，如果你亲眼目睹过一个真实的世界，

就会对这个时代真正需要设计师承担的责任有了全新的认识。个性时代

已将要结束，共生共荣的共性时代即将开始，这一半出于人类的生存之

必需，另一半出于人性的不断超越之必需。

我对设计师的责任做出以下归纳：

a，生态责任（对于未来的责任）设计师有责任考虑其设计的产品在

制作的整个过程里对地球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拒绝做单纯追求商业利

益而破坏环境的产品，而且尽可能有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一旦采用则

从一开始设计便要考虑产品的长期使用及循环利用，而不是做短命产品

和一次性产品。

b，道德责任（对于现在的责任）设计师的敏感度和创造力不仅反映

于专业的把握上，更应该体现在对社会先知与良知的角色承担上。设计

师必须是一个有态度的人而非一味投顾客所好的工匠，设计师出于个人

的立场不应无条件地满足顾客的要求。设计师有责任不做过度的设计，

仅恰如其分地表达，不过分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欲望而企图引发更多的盲

目消费，以期更大的商业利益。设计师在社会上承担社会良知的角色，

首要必备的素质是：诚实正直，不为利益名誉出卖灵魂。



c，文化传承责任（对于过去的责任）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前人的

智慧和创造的世界上，这些文化的积淀使我们受益匪浅，我们有责任对

于这些财富加以保护、传承和发展，留给未来的人类，而不是在我们的

时代中断。最好的传承不应仅仅在博物馆，而应该是贯穿于我们的生活中，

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创造力令这些传统焕发新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我对服装和设计师的身份的认识来自于我对世界和生命

价值不断的思考和探索，并成为我创作的巨大而持久的动力，我深信正

是这些对生命意义与精神价值的追求令我变得不再平庸。创作对于我是

一条漫长的修行之路，踏踏实实地持续走在这条路上永远比达到某一目

标更重要，我愿意在这种主动选择的创造最为本质最为简朴的生活中追

求最为奢侈富足的精神世界。

马可 2008 年 4 月于珠海无用手的艺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