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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

! ! ! !累计 !"##件优秀获奖作品，起步于 "##$年的成功设计
大赛于 "#!$年 !月 !%日开启了新一届的大赛。这是一个万
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时代，本次成功设计也将聚焦于助力设
计行业的转型。

在开幕活动上，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副秘书长何炯表
示，设计不能停留在一个表面，设计应该转变成生活方式，将
设计向商业价值去转化。

著名设计师杨明洁表示：当我面对个体去做设计的时
候，更多考虑到是它的用户体验，它的人机交互。当我们为一

个族群去做设计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考虑它的身份认同。
如果我们把一个设计放在一个国家层面的话，我们考虑的是
设计的国家性。如果说我们把设计放在社会层面的时候，我
们更多考虑的是这个设计它是否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它是否
能够为这个社会带来正面的意义。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成功
的设计它不单在商业层面获得成功，它也应该为我们的社会
带来正面的启迪意义。
成功设计大赛将于 &月 '!日报名截止，(月 !日公布获

奖名单，并将于 )月举行颁奖典礼。

! ! ! !长久以来，设计师在展示其得意之作时，总是鲜少提及作
品的社会意义。作品的外观、颜色、功能，以及是否能凭借这些
特点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似乎才是他们更重视的事情。即使作
品被冠以“复兴古老手工艺”、“关怀弱势群体”这类宏大的历
史主题，设计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其背后的社会意义通常
也只是点到为止，接着便将话题引向如何煞费苦心，在作品中
成功地将实用性和当代生活美学结合在一起。
“当代艺术的意义在于提出问题表达看法，如此的发散思

维给了艺术家们无尽发挥的空间，而设计师拘泥于用实物解
决某个问题，反而一叶障目，束缚了手脚。”知名艺术家兼设计
师丁乙认为，设计其实也有厚度，尤其是当它被放诸于时代洪
流之中，成为某个社会的横截面一部分。“什么是设计？我的理
解的设计，不仅是功能和外观，它的概念应该更加宽泛，是打
破壁垒和疆界，是异想天开，是人文关怀，是一种新的符号体
系，更是一种未来生活无穷尽的生活态度。”
位于上海西岸艺术中心的 "#!$上海艺术设计展将持续至

'月 !&日，担任总策展人的丁乙，召集了建筑师卜冰、学者冯
峰、意大利策展人毕月、英国设计师胡本立组成策展团队，将上
百件设计作品归于“聚变力”、“新物种”、“泛学科”、“未来场”四
大不同主题板块，以“设计之变”为主题，用艺术化的眼光和思
维深挖其背后内涵，为人们提供了解读设计的另一种方式。

设计师也有勇于表达的一面
在藏匿着大量新奇设计的“新物种”板块，荷兰设计师卢

卡斯·马森（*+,-. /--..01）与他的儿子们携手打造的“卢卡
斯与他儿子的工厂”椅子尤为引人注目。卢卡斯为了管束三
个年龄相近又出奇调皮的儿子，想出了给他们安排工作的主
意。于是，在手工打出了木椅子后，他让孩子们负责给椅子上
漆。出于好奇和顽皮淘气的天性，孩子们胡涂乱搞，颜色不
匀，这让椅子看上去俨然就是一幅幅立体的儿童涂鸦画。

而实际上，在充满童趣的作品背后，设计师卢卡斯真正想
探讨的是“童工”这个严肃的社会话题。“童工”之所以屡禁不
止，成为全世界的社会“毒瘤”，和工厂主的贪婪、残酷、剥削、
压榨不无关系。孩子们的合法权益因此被剥夺，生长发育也受
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在不少国家，法律规定禁用童工。在荷兰，
童工法规定，雇用童工每周不得超过 '小时，并且要保证环
境、材料安全无害。“卢卡斯尝试了雇佣‘童工’，”“新物种”板
块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冯峰介绍，在创作这一系列椅子
时，卢卡斯按照荷兰童工法，和他的儿子们签了雇佣合同。他
想看看，这次带有试验性质的设计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结果，卢卡斯惊喜地发现了一种与儿子们一起工作的新方
式———“雇佣童工”。冯峰说：“卢卡斯试图展现整个设计过程，
改变人们对雇佣关系的理解，告诉人们，雇佣其实可以没有剥
削和剩余价值，游戏即工作。”

同样在“新物种”板块，韩国设计师侯博拉（234- 5316）的
“整容手术的王国”系列座椅也是“暗藏玄机”。这一系列的座
椅启用回收材料，复刻了设计史上赫赫有名的伊姆斯椅，表面
看来走的是设计界颇为流行也相对稳妥的环保路线，其实，这
种理解太过肤浅。环保设计只是表象，侯博拉希望通过作品传
达的，是她对整容现象触发的社会伦理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在捉刀作品时，设计师把自己想象成一名整形外科医

生。她试图用自己的双手和专业技术，帮助那些面目丑陋的原
材料，重新拥有被大众认可的外貌。”按照冯峰的解释，侯博拉
在作品中，以设计师的专业审美眼光隐晦地表达了她对有关
美、广告效应、痴迷、痛苦等全球性话题的批判态度。同时，她
以作品为基础，提出了质疑———我们不惜金钱和疼痛，以及各

种风险努力改变自然赐予我们的身体，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
来表达自尊、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地位是否真的值得？在以貌取
人、颜值普遍被商品化的时代，这样的反思发人深省。
还有一些作品需要通过对比凸显各自的寓意。比如，在“聚

变力”板块，策展人卜冰把建筑师俞挺、室内设计师李想打造的
不同气质的抽象居家空间，放到了相邻位置。前者以逼仄的石
库门空间，传统搪瓷日用品，展示了上海在过往时代中各种逐
渐被忽略和遗忘的传统，以及传统所承载的精神寄托。而后者
充满“高大上”装饰符号的手笔，则指向了文艺作品各种虚构的
都市童话与小镇青年对他乡的想象。用卜冰的话来说，两重空
间虽各有所指，实则在暗喻人口迅速流动、变迁频繁的都市中，
不同人群在相邻屋檐下，因为对城市的不同理解有了完全不同
的精神世界。“设计师的表达方式与艺术家有所不同，含蓄内
敛，视觉冲击是次要的，细细品味设计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才
能体会他们的用心，”卜冰坦言，“设计师不总是理性的，他们也
有感性的天分，也有勇于表达的一面，只要你善于发掘。”

褪去理性外衣!露出人文关怀
事实上，卜冰的说法印证了丁乙的策展理念。长久以来，

人们对设计有这样的定势思维———设计都是理性的，无非就
是外观和功用的结合，万变也脱离不了人体工程学、能否被量
产等一系列指标。“但如果你这样理解设计，再‘有料’的设计，
在你眼前也只会形同单调的白粥，寡淡无味，食之无趣。”除了
为设计提供合适平台来释放它的表达潜能之外，丁乙和他的
策展团队更期望，设计能褪去那一层坚硬的理性外衣，露出富
有人文关怀的柔软内在。

比如，在“未来场”板块，青年设计师刘智子的“速配”折扇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乍看之下，“速配”的构造相当简单，颜
色鲜艳的塑料透明扇面可以随时拿下，像卡片一样赠送给别
人，上面的二维码含有求偶者的加密个人信息。“这件作品把
高科技二维码和折扇拆装的‘低科技’结合了起来，旨在解决

代际之间关于婚姻、择偶的基本沟通问题。”在中国工作生活
多年的策展人胡本立，对城市公园相亲角亦有耳闻。当他看到
刘智子的“速配”，眼前一亮。

在设计“速配”之前，刘智子对都市白领婚龄阶段的常见
问题做了梳理，深入传统婚介场所做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
“相亲角”和“相亲大会”呈现的长辈与孩子截然不同的态度，
折射出中国婚配的历史及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两代人婚
姻观念所带来的影响。过去，中国适龄青年们人生大事由父
母、宗族、甚至是工作单位安排，讲求知根知底、门当户对。而
如今的年轻人择偶观念崇尚自由，也更为多元化，但父母辈和
祖父母辈的观念尚未跟上年轻人的脚步，因此，婚介场所常出
现长辈热心孩子冷淡的尴尬局面。刘智子用一把折扇提出了
折衷的解决方案，父母甚至祖父母可以拿着“速配”到公共场
所，替子女、孙子孙女寻求合适的伴侣，扫码或者拆下扇面送
给对方，形式不拘。“速配”在一定程度上替这些家庭解决了子
女求偶的问题，抚慰了困扰不少中老年人已久的难言之隐。

与“速配”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李鹏浩带来的智能广场
舞衣。智能舞衣的乐音接收和播放系统，替代了扩音喇叭的功
能，让跳舞者既能听到音乐和领舞的指挥，又不制造多余噪声。
这款设计不仅破解广场舞被妖魔化的迷障，也在很大程度上提
醒人们，给予中国社会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群适度的理解与关照。

活泼新颖的设计，在 "#!$年上海艺术设计展露出难得一
见的深刻厚重、充满关爱的面孔。丁乙和他的策展团队用不同
以往的策展思路，让整个设计展看上去更像是一场充斥着戏
剧性、冲突性的艺术展览。不过，当人们走出展馆，试着跳脱出
展览来反思设计，也许会认同丁乙重新定义设计的做法。消费
社会，新设计大量涌现，直至今日，“设计过剩”论调已经一片
喧嚣。但实际上，这也说明，设计不再仅仅依附于商品经济。在
追随商业繁荣的过程中，设计亦然迈向了发展的临界点。如何
处理与消费主义的关系，如何构建后消费社会的生活形态，这
些思考，很可能决定设计未来发展走向。

2016上海艺术设计展

制造有厚度的设计
陈培榛!文

2016年度成功设计大赛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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