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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浦康平，一個神聖的名字。他動員

世界、催生著美。美，是神祇的名字。他讓

一切作品孕育美的種子。人們在他書中找不

到沒有神祇名字的一頁。」

在杉浦康平的設計生涯之中邂逅了多位

優秀的編輯。他們既是工作夥伴也是至交好

友。雖然專精的領域各有不同，但對杉浦康

平其人其設計的推崇，並無二致。以上這段

話是出自原《真知》雜誌主編──中野幹隆

之口。充分說明了杉浦美學的特色與堅持，

以及杉浦康平在日本設計界的地位。

書籍的裝幀設計這幾年在臺灣有愈加受

重視的趨勢。但日本早在六○∼七○年代，

書籍的設計就已是一門學問。而杉浦康平不

但扮演開山祖師的角色，並且引領風潮至

今，絲毫不見停滯的跡象。五十年來他為 40

種、總數超過二千冊以上的雜誌做過設計，

而由他經手設計的書籍數量，更不亞於

此數。其旺盛的實驗精神以及不

可思議的工作能量，可以「疾

風迅雷」來形容。他設計的

書曾獲「萊比錫世界最美的

書」金獎肯定，而他自己也曾

獲頒象徵日本人最高榮譽的紫綬帶

勳章。除了設計本業之外，他也積極投身於

亞洲傳統圖像的研究之中，因而與亞洲各國

的文化人士有著極其密切的交流，不丹國王

甚至將他奉為上賓，每以國家元首級的規格

來款待他。杉浦康平，不但在日本設計界中

象徵著神聖不可侵犯的圖騰；也在亞洲各國

留下了巨大的身影。

◆《疾風迅雷》緣起

本書的日文版於 2004 年秋天出版。當初

乃是為了搭配展於東京的「疾風迅雷」展。

繁體中文版於 2007 年 6 月由雄獅美術出版。

主要以六大章節，闡釋杉浦康平歷經半個世

紀以來，為總數超過二千冊以上的雜誌設計

之創意演變與思維解析，以及他從亞洲傳統

文化的探求中所發展出並奠定他廣為世人熟

悉推崇、獨樹一幟的設計思維的根源。

六大章節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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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我增殖的設計〉：杉浦設計美學

的原點，始於 1960 年代，潛心鑽研抽象幾何

學圖形、以及波紋狀圖形的多種可能。發展

出所謂「自我增殖」的設計模式。理工科出

身的背景在此階段的設計中表露無遺。

2.〈空間概念的新景致〉：歷經兩次到

德國烏爾姆造型大學執教的經歷，使其設計

手法從「模式」過渡到「內容」，提出「封

面即臉孔」、必須要將雜誌內容反映到封面

上的概念。透過其精心編排的文字串或親自

繪製的立體圖形，使得封面呈現前所未有的

景致。

3.〈面對知性的最前線〉：1960 年代

起，日本知識界出現了一場地殼變動。一系

列哲學、思想的先驅性雜誌傾巢而出。杉浦

與這些躊躇滿志的編輯精英們一同，為雜誌

設計開創了新紀元。他發揮了天馬行空的創

意，超越常軌演繹出許多睿智非凡的策劃。

4.〈運動、嬗變。繪畫與文字的翻花

繩〉：杉浦負責《銀花》的編排構成至今已

逾三十四年，而設計《傳聞的真相》也達

二十四年之久。在《銀花》中他重新闡釋了

日本文字之美，並將各種相關圖像如翻花繩

般的精巧編排。而《傳聞的真相》，連其刊

名標誌都在不斷地運動、嬗變，鮮明地襯托

出時代的變遷。

5.〈日本風‧東洋風〉：從七○年代開

始，杉浦對日本各地生生不息的傳統之美投

入極大熱情，並加以重新認識。他以卓越的

手法，擷取了日本人綿延傳承的技藝、匠

心、習俗、祭祀，盡情而大膽地將它們呈現

在亮眼的設計中。

6.〈與亞洲象徵共鳴。其他〉：以 1972 

年的印度旅行為契機，使杉浦開始對亞洲圖

像研究注入了如癡如狂的熱情。對曼荼羅及

亞洲宇宙觀等的探究也反映在之後的雜誌設

計中。

此外，本書附錄也收錄了與杉浦長期合

作的相關人士，如松岡正剛、羽原肅郎、植

田實、臼田捷治等人對杉浦的設計特色介紹

或對談，透過這些內容，可讓讀者們從不同

的面向，更深入認識與瞭解杉浦康平的設計

思想，進而引發更深層的造型思考與探索設

計奧妙的底蘊。

杉浦康平的創作生涯至今已逾半世紀。

五十年來曾有多家藝廊及出版社想為他辦展

覽或出版作品集，低調的他總是搖頭婉拒。

但三年前在好友不斷力邀之下，終於點頭首

肯。因為他認為自己的設計生涯所獲得的成

就，並非單靠一己之力便可完成，眾多助手

們的獻身參與實在不容抹煞。他們努力過的

痕跡需要留下紀錄並讓世人知曉，於是《疾

風迅雷》一書及展覽才會就此誕生。

◆ 我所認識的杉浦康平

筆者有幸自少年時代便與杉浦康平先生

相識，透過近距離的接觸，觀察到了以下幾

個杉浦康平的人格特質。

1.好奇與感動的能力：

杉浦先生年逾七旬依然保持有旺盛的

發想創造力與活動力。其秘訣正如他自己所

曾述：「讓自己永遠保持著感動的能力」。

他總是懷抱赤子之心來觀看宇宙萬物，好奇

的眼光持續地投向身邊的一草一木。他如三

歲孩童般常將「為什麼」掛在嘴邊，遇到中

國人便問他中國文化相關問題；逮到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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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尼泊爾人當然也絕不會輕易放過。被問

到舉白旗投降是杉浦友人的共通經歷。身為

日本人卻比亞洲各國的專家還要了解其本國

文化。不凡的觀察力加上鍥而不捨的研究態

度，拔群的感受力、思考力與執行力，造就

了杉浦康平此一設計鬼才與其數以千計的經

典作品。

2.對視覺美感的堅持：

對於視覺專業，杉浦決不退讓。筆者曾

有機會至東京辦展，在展場的規劃上請教了

杉浦先生，先生也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

但至開展前一天卻陰錯陽差地發現地毯的顏

色與原本設定的不符。時間上要換雖然還勉

強來得及，但相對要多付出極大的成本。先

生卻二話不說：「換！」，彷彿若不換的

話，他的設計便會土崩瓦解一般。諸如此類

的事，幾乎是所有與杉浦先生合作過的編

輯、紙廠、印刷廠人員的共同經歷。完美主

義 一詞，用在杉浦先生身上再適當不過。

3.敏銳的五感 ：

杉浦式設計，不僅刺激我們的視覺神

經，從他的設計之中，我們還彷彿能聞到香

氣、聽到音樂、嚐到美味。在視覺專業以

外，先生對於音樂的品味也是極高，他曾在

早年以近乎無報酬的條件為《音樂藝術》雜

誌作設計，就是起因於他對音樂的熱愛。而

他對味覺的追求也是超乎常人，挑剔的舌頭

促使他往返於東京各料理名店，筆者就曾多

次在東京被先生帶去品嘗各式山珍海味。曾

有朋友打趣說，杉浦先生花在美食上的費用

或許已能買下一棟大樓，花在購買唱片的費

用當然也非同小可，其感官的敏銳與樂於分

享的性格可見一斑。

4.真心相待身邊所有人：

杉浦先生對待工作夥伴猶如自己的家

人。先生喜愛書，故每回來臺北唯一非去不

可的地方便是誠品書店。不只買自己所需的

書，也必會為事務所的工作夥伴選書。細細

思考某某人可能會喜歡某某書，看到適合的

書總是二話不說即買下，不看價錢、也不考

慮重量。幾乎每次都陪在先生身邊的筆者終

於明白， 為何杉浦事務所的員工總是一待就

是十多年，總要先生強迫他們獨立，他們才

肯離開。實在是因為先生不但在設計領域上

領先於時代，能夠不斷地啟發他們，並對工

作嚴格把關要求，使他們保持持續的成長；

但又在生活的各方面上給予無微不至的照

顧。如嚴父、亦如慈母，這就是杉浦康平。

「目光朝向未知的框架，大夥邁開大步

前進。」杉浦康平在回顧自己六○∼八○年

代的雜誌設計工作時，曾以此語來表徵當時

的姿態。時間來到二十一世紀，以杉浦康平

為首的工作團隊，依然秉持「疾風迅雷」的

精神，大步前行，持續為亞洲讀者們編織出

生生不息的美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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