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内向外看世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由内向外看世界》

13位ISBN编号：9787569900049

出版时间：2015-3

作者：佐藤大,川上典李子

译者：邓超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由内向外看世界》

内容概要

> 当今最受追捧的日本新生代设计师首部作品。创业不满5年，即受邀为众多国际大牌设计：LV、可
口可乐、星巴克、三宅一生、乐天、碧莎、彪马、伊势丹⋯⋯获奖无数，更被日本国宝级设计大师三
宅一生盛赞并强烈推荐！
> 超国际化的设计思维。生于加拿大，毕业于早稻田，活跃于米兰、东京、上海、纽约、伦敦、巴黎
⋯⋯佐藤大以世界为舞台，带来全球化的前卫设计理念！
> 酣畅淋漓的设计实战。通过上百张产品图和设计图，诠释“设计就是解决问题”的理念，直观感受
天才设计师的思考过程！用案例说话，绝无枯燥理论！
本书通过nendo工作室创始人佐藤大亲身体验的事例，介绍设计与创造的本质。不仅是设计师，普通
读者也可以从佐藤大的独特思考中，发现用“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法。
全书分为“思考法”和“行动术”两大部分，用上百个案例，分别诠释10大思考法和4大行动术，每一
案例均配有相应的设计图和产品图，解读细致入微，启发性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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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内向外看世界》

作者简介

佐藤大，设计师、设计工作室nendo创始人。1977年出生于加拿大。2000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早稻
田大学理工系，建筑专业。2002年在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完成硕士课程。同年成立设计工作室nendo
。2006年，他被Newsweek杂志评为"最受世界尊敬的100位日本人"之一。2007年，其执掌的nendo公司
被评为"备受世界瞩目的日本100家中小企业"之一。获奖无数，曾获得米兰"Design Report特别奖"
、"JIDA30岁以下设计师竞赛奖"、"JCD新人奖"、"Good Design奖"等重要设计奖项。其代表作品收藏于
纽约近代美术馆（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英）、蓬皮社文化中心（法）等世界著名美术
馆。2012年起担任早稻田外聘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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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内向外看世界》

书籍目录

序
第1章
佐藤大的“思考法”
以“面”思考
“退一步”设计理念
营造“违和感”
“打破”平衡
猎奇心理与“隐藏法”的设计理念
轻轻松松创作
总之，先集中
休息时间，别有洞天
另辟蹊径，寻找“混搭”
充分利用已有资源
第2章　佐藤大的“行动术 ”
越“努力”越“贫穷”？
“耕耘”现状
和客户一起“培育”
“收获”创意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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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内向外看世界》

精彩短评

1、1.设计的同时给使用者生活带来便利。2.善于联想，融合。3.将复杂元素系统化的思考力。4.感知问
题并解决问题的行动能力
2、有很多神奇的小点，不过全书不是我喜欢的style
3、@我与地坛
4、1、做设计要眼里只看美的东西；2、越“努力”越“贫穷”
5、设计心里学，设计中的智慧
6、作者提炼的设计法则值得去体会和借鉴。我的这本书的纸质似乎有点奇怪，不喜欢。
7、喜欢日本人对待生活用心、细心的生活态度。
“如果能够自主地改变看待问题的角度，就能挣脱陈旧思维的束缚。”
8、为了写论文 最喜欢混搭的蛋糕和铅笔屑
9、非常值得一读 第一部分思考法对我这样的设计新手有很多启发 感谢
10、看完起码内心平复一些吧。
11、很棒 实用性 思考性 设计艺术的熏陶 对于做餐饮创意行业的品牌文案的我 有益收获～
12、外行人可以看看这些有趣的设计和理念，还是不错的。
13、设计都是相通的
14、非常棒
15、思路结合案例的呈现还行，真实。可以快速翻完的一本。里面有一节讲「休息时间」，想起事物
的可供性理论。
16、敬仰这样一位设计师，能把实际问题巧妙地解决，且设计项目广、行动力和决断力十足。关于佐
藤先生总结的nendo式的思考法，很受用。不过所有的设计始于沟通⋯
17、文字一般，几张设计图还不错
18、这些物品和设计理念能流传吗？
19、日本人写书真的零零碎碎的话很多，以及排版差评啊差评
20、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
21、想把书里的东西买个遍
22、受教了⋯⋯
23、关键是作者能以轻松的态度呈现严谨的设计。
24、把nendo的设计理念图文解析的很清晰，外行人也能看懂
25、工具书
26、创意是在生活的细微处
27、设计的本质是相通的，不论设计的是视觉、产品还是程序
28、非常多有价值的案例
29、难得的好设计书
30、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的小插画，非常可爱而且生动形象。你翻来看，这里面会有大量的这
个小人物，佐藤大会将设计师的想法，通过这个可爱小人来描述使用场景。用图文结合的方式描述设
计想法和工艺要求等，非常耐看。
31、很厉害的设计师，有创意，有行动力，前面的设计思考法很有意思，虽然感觉在互联网产品的设
计中不那么容易应用⋯⋯但的确是很有用的发散思维的方法。后面的行动术很有感触，尤其提到流水
设计等行业痛点。可惜具体的团队工作方式着墨太少，好想知道他们的工作方式和团队培养，怎么能
接那么多项目⋯⋯
32、轻负担的愉悦的设计方法论阅读
33、思考术和行动法虽然和当下提倡的Design thinking不那么契合，但是也不失为很有意思的方法论，
于我可以吸收再融会贯通。
34、看完就忘了写的啥，书名挺好
35、设计的策略 受益匪浅
36、1.很棒的书；
2.内容好像是口述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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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内向外看世界》

3.这部书就像一部mendo的的“软文”；
4.里面的配图应该直接用“汉字”，在外部标记解释，很影响阅读体验；
5.这本书48元，用纸是基中的一部成本，我想说，还可以让本书的更“亲民些”，即，出“普通版”
，价值便宜些更好。
37、设计不仅仅是感性的表达更多需要依照理性的归纳和再创造～
38、不一样的设计
39、第二章确实值得读，从商业化角度看设计和设计师
40、我一度怀疑设计这科看书有没有用⋯“像平面设计一样”“制造违和感”“打破平衡感”这些总
结出来的“神奇术”也不是多令人称奇。无论这些“术法”是否有用，自我多输入，会让设计过程更
有说服力吧，也会给自己带来自信。思考法的后面要比前面好看。案例也确实是设计杂志常客。做了
不少笔记。
41、不错，很实用。
42、挺有意思的。
43、佐藤大的设计作品不错。
44、佐藤大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人。不仅仅是他在美学上的表达，而且他对这个世界有种
敏锐的感觉，仿佛他天生就懂这个世界。
45、渣渣，直接看 佐藤大：用设计解决问题 吧
46、读过很多遍了。真是很喜欢有趣实用又简约的设计。
47、折服于佐藤大的设计能力。对于一些思考术特别有同感，也会惊奇有些事物竟然可以这样去思考
。除了本身强大的设计能力，还有其对客户，消费者的细微心理变化的精准把握。
48、还是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的。
49、设计师的效率和与客户沟通的方法比较令人印象深刻
50、所谓设计，就是赠人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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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内向外看世界》

精彩书评

1、全五星力荐这本书，之前对这个设计师不是特别了解，听行内人说是最近突然火起来的设计大师
。而后看了几篇它的设计报道，对这个人唯一的印象就是“撸男”。为什么这么说？真的是特别高产
，同时进行250+个项目，这是做设计吗？工业产品也要看工艺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反正我目前没有
看过如此高产且设计作品惊艳的设计师了。这本书文字易读，翻译得也不错，日本人好像很偏爱写短
句。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的小插画，非常可爱而且生动形象。你翻来看，这里面会有大量的这
个小人物，佐藤大会将设计师的想法，通过这个可爱小人来描述使用场景。用图文结合的方式描述设
计想法和工艺要求等，非常耐看。作者将设计方法总结出来，并以一页讲原理一页展示案例。这样结
合的方式让读者特别容易理解，把道和术结合的相当好。它把设计方法总结了目录页的十种，都比较
好应用。这十种方法是应用力特别强的，甚至你发散思维去看，它可以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
“隐藏法”，如果你要泡妹子的话，你得先引起她的好奇心，不可以一步就把自己展露在她面前，得
留下引子，让她一步一步剥开最好。哈哈，限于篇幅，就不具体深入聊了。另外，它书中有讲到关于
设计工作室经营的部分，我觉得还是相当实用的。设计不是艺术，应该尽可能充分了解市场，人内心
的需求层面的东西。这样做出来的作品才经得起市场的推敲。完成客户销售业绩和品牌形象提升都是
设计需要考虑的部分，有时候甚至前者大于后者。唯一不满的就是书中没有将哪一个案例详细展开描
述，前期调研和产品制作中遇到的困难，最后又如何解决的。如果书中能加进这一点，我觉得就相当
完美了。
2、思考法：以“面”思考----不要定位到一点，要看整体，看远景和蓝图。“退一步”——不要太满
，留出空间给用户，让他们可以自由发挥。营造“违和感”—— 这个所谓的违和感用法就是不刻意寻
找创意，享受平淡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里你感受到的突兀或许就是创意，是可以利用的地方。“打
破平衡”—— 固有的组合、思维、模式不见得是最好用的，试着用打破平衡的办法去寻找一下有没有
好的设计点。猎奇心理和“隐蔽法”—— 模糊周围的东西，有时是为了突显中心。“休息时间”——
这个产品不用的时间的作用。行动术：不是想个100分的创意，而是想很多70分的创意，迅速而专注，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天才创意，都是70分的创意在实践下一点点磨出来的。这个给我的启示还比较大，
没有突然一下的好点子，都是一点点调整出来的。还有就是做好充足准备，不要想着一下就做一个100
分，要认真对待每一个70分。宏观细致把控，然后再慢调细节。
3、2016-05-21看完了算是一本关于设计方法论的书，是佐藤大写的《由内向外看世界》，以他工作
室nendo的一些经典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分出了十条方法论。但都是关于工业和产品设计的，虽然设
计都是相通的，但还是觉得收获不大，总体来说就是要会“混搭”，并搭的有质量，就是好的设计吧
。下面把这本书的方法论运用到平面设计中谈一下我的理解。①将设计具有整体性，就像设计一套
的vi，就算有所变化，但一看就是统一的风格。②设计的作品要留给观赏者或使用者思考的余地，让
他们参与进来。学会“简化”。③营造“违和感”，也就是不同于别的设计，要独特，让别人一眼能
记住，“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但设计得真不错”。④将看起来很平常或是看起来不会改变的东西换一
种风格，在考虑很多因素的基础上，添加简洁的设计。⑤越想要展示的东西，越要尽力隐藏一些，当
人们自己去发现的时候会产生意外的惊喜。留给人们自己的想象空间。⑥设计要适当的留白，让观赏
者有自己思考的余地，可能会赋予它更好的意义。⑦为了衬托“主角”，可以设置无数的“配角”。
虽然配角很多，但可以统一色系，使简洁。目的是配角越多，越突出主角。⑧让设计的作品在休息的
时间也能发挥作用。学找新的创新点才能有趣，例如佐藤大设计的攀岩墙，休息时是很有艺术感的一
面墙，同时又可以供人们攀岩玩耍。⑨将两种事物尽量有创意的“结合”，寻求“混搭”，就形成了
原来没有的新创意。（在这里我忽然想到这有没有可能就是设计的本质呢？设计本来就是不同程度的
混搭啊。）10.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设计本来就是对已有的设计加以挪用或者再设计，只不过nendo
的设计更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佐藤大其实一直强调的并不是他的设计如何好或是怎样才能设计
出来，最关键的点在于做设计一定要抱着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给客户看的方案多做几套，给别人选
择的权利，对客户多些了解，效率再高些，拿出百分之一百二的诚意出来，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客户，
自己都觉得设计的很一般，那别人凭什么会放心的把设计放心的交给你做？认真，认真，再认真。这
是我从本书中获得最大的收获，无论对设计还是生活。
4、很多年没有看设计方面的书籍，尤其是有大段大段文字的。这次是被佐藤大的思考法和行动术几
个诱人的词所吸引。书中展示了很多他的设计作品，并诠释了设计其设计理念，让我不得不佩服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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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内向外看世界》

设计思维。尤其是书中所介绍的：以“面”思考、“退一步”设计理念、营造“违和感”、“打破”
平衡、猎奇心理与“隐藏法”的设计理念、另辟蹊径，寻求“混搭”、充分利用已有资源等几个法则
都让我很受用，引发思考。我已经脱离设计界那么多年倒不可惜，可惜的是我在混设计界的时候不用
心，不好学，浪费了那时候的机会，现在想来真是件可怕的事情。书中简摘：1、�感官设计，其最大
特色就是尽量让包装的元素少一点，保持画面简洁，让人易于感知。2、�西班牙鞋子品牌Camper大阪
店。让一双双鞋子在头顶上自由得“漫步”，以此展现独特的品牌魅力。3、远山商社的“HALSUIT
”东冈山店是男士西服专卖店，将店铺设计成需要穿西装的办公环境。改变传统服装店试衣间一般位
于店铺的角落，将试衣间设计在店铺正中央（玻璃圆筒状），方便试衣人员和亲人顺利交流。4、有
必要好好思考事物的“休息时间”，也就是不太发挥本身作用时的状态，然后加以合理设计利用，赋
予它们全新的价值。
5、在评论此书前，我想说个题外话。若是看过我以前的书评，便知道，我是一名网站编辑。而现在
，我要在这之前，再加上一个词：曾经。是的，在这一个星期前，我很荣幸，自己踏入广告行业，成
了一名文案。文案，远不同编辑，所要看的书、了解的资讯太多，并不仅局限于某一行业。所要传达
的讯息，更是如此具备攻击性，无时无刻不在“怂恿”人去购买产品，刺激消费欲。正是这样，创意
绝对不可缺。说实在话，创意天赋并不是人人皆有，因而，对于，只是常人的我来说，免不了要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这也是我唯一敢踏进广告圈的有利武器，即便再怎样胆战心惊、诚惶诚恐，我也不怕
。我看过奥格威的《一个广告人的自白》，也看过霍普金斯《科学的广告》《我的广告生涯》，甚至
是《文案训练手册》《小强广告100招》，拼了命地在吸收前辈们的经验。然而，这远远不够。毕竟，
所选择的书本范围过于狭隘，逃脱不了广告圈子。《由内向外看世界：佐藤大的思考法和行动术》简
直就是救星，弥补其中的不足。正是从这本书，我看到了一位日本设计大师的思考法与行动术。广告
离不开创意，设计亦是如此。书中介绍了佐藤大的十种思考法，巨细无遗；4种行动术，可谓是创意
的指南针。我看过许多文案大师们的思考方式，总结来说，就是洞察消费者的需求，并直白、简单击
破消费者的痛点所在。当然，这并不是全部，只是最基础的。而佐藤的思考方式尤为特别，可以说是
惊艳，再网络语一点就是，亮瞎了我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其中一种思考法是——“退一步”设计理
念。意思是说，“设计师不是要创造出多么精美绝伦的设计，而应该在恰当的时机选择“退一步”，
留出空间让顾客使用自己的能力，也让商品能发挥更大的价值”。简单来说就是，简化设计，进而达
到凸显所要传递的信息。举个例子，口香糖的包装，去掉花里胡哨的不实用元素——部分不必要的文
字。为了让人感觉到薄荷的清凉感，包装的主色选择渐变的绿色，而公司简介与商标均采用白色。如
此一来，人们所关注、记住的，便是产品名，同时加深辨认的容易度。再来就是“营造违和感”。从
设计而言，想要的效果，向来都是要顺心顺意的，殊不知，稍许的违和感，带来的效果超乎想象。文
案亦是如此吧。突破常规，偶尔的刺激，是成功的另一捷径。如何创造违和感呢？只要在平常的食物
上，稍加变化，往往表现出一种美妙的违和感。笔记本就是如此，将自然风景纳入，别致而诱人。很
喜欢佐藤的这几句话：享受平淡无奇的一天。不要努力寻找创意 不要使用什么技巧。不要将目光局限
在某件事物上。身为文案妹纸，真是获益匪浅。之前的我，一直在努力思考创意，然，结果却不如意
；而不经意间的瞬间灵感，却像是在黑夜中，闪着亮光的启明星。来之不费功夫，真是无奈却好笑。
人生亦是如此吧，慢下来，不刻意，不经意就会果实累累。
6、《由内向外看世界》——世界那么大，如何去看他？这个叫做佐藤大的家伙，穿白衬衫架眼镜，
拿着一个纸杯思索的样子被印成封面。没读之前，曾猜想是类似设计方法论之类的古板读物，或设计
师本人的设计成功学介绍。随便翻翻，到先被排版“收买”: 字号大小、间距合适，照片和简图安排
得当。比起曾经看过的某大师满篇爬字的报告体排版，此书看起来分外轻松愉快！通篇畅读，真好，
不是教科书，有点像看小故事，佐藤带领团队一一闯关的小故事。他面对的客户真是种类繁多：食品
包装，产品设计，橱窗陈列，展览策划......越往后看越感觉——佐藤君，还有哪个行业你不涉及啊！
！当然，人家最后还特别说明了，虽然不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但一定是 “设计方面的专家”这样霸
气的话。也确实佐藤在书里总结的那些“闯关技能”是任何行业都能参照的。此外，个人感觉这本书
其实是为大众所写，而不是仅为了给设计师看吧。因为在读的时候我可以随着佐藤的引导将自己放在
不同的角度去体验他的设计。感觉一会儿自己是设计师，一会儿又成为安排团队的管理者，一会儿秒
变消费者。他平时思考的时候应该也经常变换角色去考虑设计方案吧？这家伙是处女加天蝎座的合体
吗？可惜没有查出他的星座......不过读到后面我又怀疑他是火像狮子座之类，因为他讲到工作效率，
发现他们做设计都如此快！！而且居然否定了常规认为的“慢工出细活”这样的观念。还挺吃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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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工作中经常抱怨的诸如各种资金和时间限制的问题，在他看来一样都不能称为做不好产品的原
因，这点真心给懒人以致命打击......说说书里最喜欢的两个思考方式，一个是需要“退一步”的设计
理念。其实作为设计师来讲，这点非常难控制，因为我们经常在创作的时候很难一边保持旺盛的创作
欲，一边压抑一下自己，不能让设计太过火！佐藤在这点上就比较理性，深得我心。他的许多设计也
是初看觉得“很安静”，再看觉得“很厉害”的“狠角色”。当然有人认为他是“无聊和乏味”的设
计，我以为这些评论者只是不哈这种简洁现代的风格，但不应该以此否定充满智慧的设计！什么是无
聊和乏味？抢眼的颜色和使劲儿熬造型吗？？好吧，反正我不会选后者。除了“退一步”，印象很深
刻的还有关于物品“休息时间”的章节。在佐藤眼中，一件物品在使用之外的时间也依然可以被巧妙
设计，想来购买到这种物品，我必然会有“赚到了”的感觉。谁不希望自己花一份钱收到多重感受呢
？而且这也往往能赋予物品有更多的意义，不会因为它失去唯一的使用功能而从此被打入冷宫。总之
看完书，会有增加“新技能”的感觉。对那些已经存在之前却没有去细心体会过的设计，我会重新思
考它的意义从而发现新乐趣。看完佐藤的书，你或许能以不同以往的角度欣赏一件设计作品，哪怕他
只是生活中的寻常之物，但因为你看它的眼光变了，于是，觉得身边美好的事物有多起来了，不是吗
？这就是设计带来的快乐吧！恩，是这个叫佐藤大的家伙教我的！
7、像佐藤大这样的设计师，可遇而不可求。出生和生长于加拿大，在早稻田念书，以第一名的成绩
毕业，年少创业，国际化的背景使他可以游走于各种文化之间，在米兰、上海、东京、巴黎大展身手
，70年代生人和幼年在海外的经历，又使他可以不受传统的束缚，用开放的眼光看待一切。学生时代
的体育社团经验，让他的团队充满活力和速度感，能想象吗？一个设计师团队以运动社团的节奏运行
（笑）。“越努力，越贫穷”这一节真的触动我了，其实何止设计界，很多行业都有这个趋势。每个
人都应该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苦笑）。
8、无疑，由佐藤大自己写的第二章是重点，含金量最高的一章，前面第一章介绍的很多设计思维方
式也很有用。从第二章开始讲起。nendo的目标，是稳定地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设计，一个“平台式
”的地方。区别于毫无创意的“流水线操作”，和外包绘图的“机械性操作”，两者都是设计事务所
的无底洞，一旦涉足难以脱身。佐藤大提出3点，来活用创意。努力将70分的创意做成100分的设计，
而不是将100分的创意做成40分的设计。项目热身，了解客户的期待。设计的结果，就是超越客户的期
待，最大的冒险，就是在不知道客户的要求是什么的情况下就开始设计。设计师应该要跟客户进行良
好的沟通，了解期待，发掘期待，让双方建立起一张共同的蓝图。（公司的历史和现状、未来的发展
方向、经手产品的具体定位、目标、短期目标以及长期愿景、卖场的环境、竞争产品的发展动向、用
户的期待、过去成功的经验和失败案例等等）培育创意。nendo的2个特征：1）大量寻找70分创意，保
证稳定，如果要求自己拿出100分创意则很容易失败  2）3倍速度设计。“重视速度感”的思考方式，
“大部分人都将坚定不移地认为，所花时间和作品的质量是成正比的，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在思考
创意时，这种规则是完全不存在的。” 快速能让余下的三分之二的时间来修正完善方案，就算失败也
有时间补救。收获创意，团队合作。其实没什么介绍第一张比较有用的思考方法。-     品牌效应，以
“面”思考。比销量利益更重要的，是提升企业和商品本身的品牌价值。将产品研发作为一种宣传品
牌魅力和企业文化、进行理念传达的手段。-     思考产品的“休息时间”。寻找事物新的可能性，-     
打破环境。 “我随时都在考虑，如何在保持事物本质的同时，打破它周围的环境，打破环境之后又该
怎么做。很多人们坚定不移地守护的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不要设计过了头。“有时候
，如果产品的完成度太高，反而会让使用者感觉到死板和拘束，好像设计者强迫他们一样” 通过适当
的留白，让用户也有机会参与到造物的过程中来，亲自体会到创造的乐趣。自由改变的程度要留一部
分。-     隐藏唤起好奇心。“如果这个过程让他们开心了，他们就有可能不由自主地想要体验我们的
空间和产品。”如果将商品全部摆在人们看得见的地方，人呢们指挥往里看一眼，然后毫不留恋地直
接走开了，只有通过不完全展示事物，才有可能勾起人们的好奇心，从而让他们被自己的设计所吸引
。“对品牌营销来说，最能抓住人心的，一定不是多么复杂的逻辑，而是那种一瞬间就能走入人心里
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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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由内向外看世界》的笔记-第32页

        1、如果在一群喧嚣不已的人群中，有一个人低声说了句什么，人们通常都会好奇地问他到底在说
什么。

2、在营销方面，佐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主动向用户展示商品的价值怎么行呢？而且，我说的
展示，并不是简单地把商品摆在顾客面前，而是应该让人们明白为什么要开发这个产品，设计理念如
何，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当下，要发展性地看待。在昨天、今天
、明天形成的整个时间轴上来分析这样才能更立体。当然，这就要求将产品与顾客之间可能产生的关
联统统考虑进来，事实上，产品永远不可能孤立存在，它与周围的综合环境和产品结构息息相关。当
你将这些信息都了解透彻了，与顾客交流起来就会顺畅很多。”（我觉得这点跟田中一光思考无印良
品的推广时想到的非常相似）

3、让产品设计形成“平面”的方法，除了能更好地展现企业特征，还有非常重要的好处。“首先，
这种方式可以防止自家产品被轻易模仿。众所周知，以今天的技术力量来说，想要仿造单个产品并不
难，但是只要将产品“平面化”，做得更丰富，就算不幸被仿造了其中的某一个产品，对公司的经营
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应该抱着将所有产品做成一个“展示会”的想法，在各
个产品之间保留明显的相关性。

4、“平面化”的方式还能让各个产品之间保持有效的平衡。“只要运用了‘平面思维’的方式，就
再也不用计较每一个单独的产品盈利与否。因为我们既要有获利率低下、公关效果和信息性高的产品
，也要有获利可观的产品。这样的产品组合能让产品结构张弛有度，并且相弥补各自的缺陷与不足。
如此一来，商家就能轻而易举地达到收益预期了。

2、《由内向外看世界》的笔记-第1页

        p34 
可口可乐瓶底和微微鼓起的侧壁。颜色也保持了玻璃独特的“佐治亚之绿”
p53
佐藤所谓的违和感，或可叫做“通感”p72
讨巧的拟人化设计 拟人，拟物，拟态
p78
先做预算，打破，重组预算的比例。从预算的角度出发开始设计
这种打破法同样适用于产品预算的分配——即先将之前的室内设计预算做成表格，有目的性的重新考
虑如何分配，以此扩大设计范围。越是清楚该做什么，越能更有效地想出怎么去“打破”
p107
nendo 最著名的作品之一，cabbage chair
p136
n组鸟巢构成一个人居住的树屋p140
“日常”攀岩墙
p157   p160   p169
混搭设计p162
信号物
这里不得不提及认知心理学。下面就让我们来稍微聊一聊美国认知心理学学者唐纳德 诺曼提出的一种
能引导用户正确行动的标志——信号物。所谓信号物，是指将本来无意识的人们引导向某种特定行为
的信号。如果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就会变成一个传递信息的强有力的工具。这种引导主要依靠的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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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已有的经验和常识，也就是我们可以借助各种生活经验来理解当下的设计。佐藤的混搭，充分利
用到了信号物的理念。
p178
本歌取
当我第一次看到秋田木工的翻新设计提案时，一瞬间就想到了和歌中的“本歌取”（引用有典故的和
歌的创作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真正的理解本歌，就无法理解新创作的和歌。有些东西可
能看上去简单，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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