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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inG Creativities

文 Article > 朱林  Zhu Lin

图 Pictures > Officina Corpuscoli工作室

可以生长的创新实验

作为一名颇有想法的设计师，毛里奇奥·孟塔提（Maurizio Montalti）并没有对

传统意义上的设计物品产生直接的兴趣，或者也可以视他对大的产品和物品

根本不在意，反倒是微观世界里的生物——真菌成了他多年来研究、实验和

尝试创新的对象。

对微观领域浓厚的好奇心和强烈的兴趣，连同对作为大的有机体组成的整个

世界的看法以及执着的对共生关系的信仰，一起构成了毛里奇奥不断思考和

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凭借着有力的研究型创新，同时采用不同的交流媒介作

为发现新的可能性和促成批判性思考的方式，毛里奇奥和他的工作室Officina 

Corpuscoli力图揭示已有范式间不同寻常的全新关系。

“生长的实验室（Growing Lab）”是毛里奇奥正在进行的、长期的和自发的一

个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在主动探索和评估利用菌丝体的一整套方法。之所以

开展这项研究，挖掘这种新型材料及其应用的前景是因为当前人们正在努力

从消费型经济体系和模式向环境友好型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转变；人们

试图在能源消耗、碳排放和废弃物的产生上做到最小化，同时，减少各类生产

的成本。而菌丝体是能够快速生长的真菌上的植物部分，它由密集生长且相互

关联的丝状菌丝细胞组成。有了这种结构，菌丝体就能够大量繁殖，从而快速

分解有机物并将它转换成为营养物质，为自身的生长和为更大的生态系统的

发展提供养料。

设计·后场 | Behind·design

“形成蘑菇的担子菌菌丝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们喜欢在各种不同的

物质基上生长，如废弃的农作物产品。可以把废弃的物品转变成新的、具有不

同质地的组成物。当然，这取决于菌丝体生长所依赖的生长基的种类和成长

环境。”毛里奇奥说，“因此，它有可能开发出不同特性的材料，比如与力量、

弹性、厚度、一致性和斥水性等相关的材质。而这些材质恰是设计师在创造中

可能会用到的。”在“生长的实验室”里，毛里奇奥开发出了对建筑和设计而

言，无论是结构还是装饰性上都显得独一无二的新材料。

这种基于真菌生长而得到的新材料意味着有可能替代危险的塑料材质。众所

周知，塑料是提炼石油的过程中得到的一种副产品，而真菌材料是在自然界

生长出来的，它基于有机物。有了这种天然的差异，菌丝体材料可以完全分

解、自由处置的特性也就无人可比了。即便是把菌丝体制成的材料丢在花园

里，那么它也可以完全进入到自然界的物质循环过程中。

“生长的实验室”及其研究和实验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创新道路。由此，环

保且可持续生产的可能性出现了。毛里奇奥说：“它转变了当前已有的模式、

体系和相互之间的工作，提出了一个从传统的工业生产模式转向植根于生物

培植的创新概念。”毋庸置疑，这个项目代表了一种开放型的邀约，随时拥抱

那些渴望环保替代型材料的需求。

对微观领域浓厚的好奇心和强烈的兴趣，连同对作为大的有机体组成的整个世

界的看法以及执着的对共生关系的信仰，一起构成了设计师毛里奇奥·孟塔提不

断思考和创新的驱动力。

1-2 > “生长的实验室”项目开发出了基于菌丝体生长而得到的材料。这些材料

可以制成一系列生活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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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在“生长的实验室”里，毛里奇奥开发出了对建筑和设计而言，无论

是结构还是装饰性上都显得独一无二的新材料，这是该材料的料坯。 

2 > 当披在椅子上的“生物外衣”开始了真菌的全面繁殖后，人们就可以把

椅子丢在花园里或者将它掩埋。

3 > 形成蘑菇的担子菌菌丝喜欢在各种不同的物质基上生长。当然，这取

决于菌丝体生长所依赖的生长基的种类和成长环境。

3

“系统合成物（System Synthetic）”也是毛里奇奥的一个设计研究项目，这个

项目是与Kluyver工业发酵中心合作完成的。“系统合成物”针对当前世界普遍

采用的生产模式和态度，对传统合成材料或者产生的有害物质进行了一次有

力回应。“面对巨大的反对使用危险材料开发新的和通常情况下不必要的物

品的呼声，设计师转变了他的角色，从一位产品设计者变成了研究者。”毛里

奇奥指出，这个研究通过寻找让塑料这种永不分解的材料进入到自然的替代

方法和策略，使所有塑料物品能够回到自然界的再循环过程中，同时作为一种

产物，在分解后为自然界提供能量。

“系统合成物”研究了激发不同真菌组织互生而产生新的合成物的可能性，

用由此产生出来的酒精和生物酒精来降解塑料和废弃物。正如毛里奇奥所

说：“直接在实验室进行的工作和在微生物世界里开展的一系列实验和分析，

让设计师更好地理解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活的’材料。同时，用一种可实现的

方式，形成了与这种科学实验有效对话的概念和策略。”

最终的“系统合成物”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装置，包括一个自己设计和定制的玻

璃仪器。在这个仪器中，以影像和模型的方式再现了各种实验的结果。通过这

样的框架工作，“系统合成物”成为了设计领域的一个尝试。在一个突破物质

结构、谋求物质循环转变的过程中，它也被视为一种能够深入到与微生物建

立合作程度的积极探索。

在毛里奇奥的实验性设计项目中，他经常主动地与各个领域的专家开展合

作，就像与Kluyver工业发酵中心联手一样，从而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解决方案

和设计成果。他的作品跨越不同媒介，早期探索的主题与生物学、人类学、生

物多样性、环保系统，以及人类对此的影响有关；最近，他开始关注各类生产

技术，关注存在于自然界的各种生物形式间的合成关系的重要性。在毛里奇

奥·孟塔提看来，这是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的一种新的进步。

在毛里奇奥的实验中，有一个被称之为“身体的延续——变化的身体”的项

目令人印象深刻。这个项目探讨了人死后躯体该何去何从，以及如何用真菌来

分解尸体。“躯体的死亡和腐烂是自然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新的生

命。”毛里奇奥严肃地说。相反，传统的存在主义主张在死亡的阴影下，人们

该如何谋求生命的感觉。针对后者提出质疑，毛里奇奥用“变化的身体“这个

项目深入研究了真菌王国，研究了真菌在分解、转换有机物和因此而形成的

元素在循环过程中对环境产生的重要作用。

“如果我们不再为生命而穿衣，那么我们该为什么而穿衣呢？”面对这个问

题，毛里奇奥用他超前的研究和创新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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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毛里奇奥通过真菌来创作专属的首饰，“受传染

（Infected）”系列包含了一组3D打印的珠宝首饰;

2 > L用于废弃制品的“生物外衣（Bio Cover）”能

分解塑料，把无生命的合成物转变为活生生的实体；

3 > 在毛里奇奥的实验中，“菌丝寿衣”项目探讨了人

死后躯体该何去何从，以及如何用真菌来分解尸体；1

2



2015.08 | 91

3

“‘菌丝寿衣’由注射了裂褶菌属菌丝的手工毛毡寿衣改制而成。但这个设计

项目遭遇到的直接挑战是大家的拒绝，因为除了对环境有害和浪费能源外，

大多数情况下传统的埋葬方式是很盛行的。在‘菌丝寿衣’中，菌丝的活动有

助于加快躯体的分解，同时还能收集和消除存在于有机组织里的毒素，进而

把来自于躯体中的不同营养物质提供给周围的生命。

“经过这样的过程，‘变化的身体’目的是探索并消除人们所持的否定态度以

及焦虑感，毕竟这涉及到失去了深爱的人之后如何处置的问题。经过一个环

保的、可循环的且与变化的环境再连接的过程，把人们遗留下来的躯体分解

成更加自然化的组成部分。”毛里奇奥对这件特殊的寿衣进行了详细地说明，

也以他独到的想法开启了科学与人文间的对话和融合。当然，不得不说，这种

做法对普通人来说的确显得超前。

相比“菌丝寿衣”而言，“生物外衣（Bio Cover）”则用于废弃的塑料制品和物

件。这是一个类似工具型的设计，能把无生命的合成物转变成为活生生的实

体。通过给椅子“穿上衣服”这个行动，可以获得一种再塑造它的新的美学。

与此同时，这件穿在塑料制品上的“衣服”提供了足够的营养来激活黄孢原毛

平革菌，并由此开始真菌旺盛的繁殖过程。

基于塑料本身的供养，这些真菌慢慢啮噬和分解掉椅子。不仅如此，作为一种

天然的净化方式，它扩大了微生物的作用范围，对有害的物质集中进行分解。

当披在椅子上的“生物外衣”开始了真菌的全面繁殖后，人们就可以把椅子丢

在花园里或者将它掩埋。昔日的塑料，如今已经成了微生物的美餐，并且能够

作为天然的肥料进入到土层，为新的生命生发和成长提供养料。

除了利用真菌的繁殖和分解特性之外，毛里奇奥也通过真菌来创作专属的首

饰。“受传染（Infected）”系列包含了一组3D打印的珠宝首饰，它们的创作也

受到了真菌实验的启发。人们不小心触摸到真菌后会对真菌造成污染，作为

一种直接的结果，不同种类的真菌围绕着圆形轮廓开始生长。于是，新的形

状出现了，并创造出有趣的质感。有机体繁殖的结果诞生了一系列可穿戴的饰

物，是对我们身体身份的一种反思，也是关于不同生命形式可能造就了我们

躯体的一种意识。

以鲜明的跨界创新方式，以植根于合作机制、采用研究与实验型实践作为特

征，毛里奇奥·孟塔提和他的工作室Officina Corpuscoli创造出的作品都围绕着

对设计学科的探索而展开。他希望据此调查和思考当代文化为创意产业和更

广泛的社会领域的创新开拓更多的机会和广阔的视野。■（编辑：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