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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之都

!设计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科技与

文化力量的总体呈现# 设计的力量不应仅仅呈现

在街头的几座雕塑$或开放几个创意园区上#作为

%设计之都&$ 上海亟需的是 %设计思维&'!"#$%&

'($&)$&%($是用设计的思维$有计划"有系统性地

来改善城市市民的生活质量$ 改善市政机能的不

足) *林磐耸如是说)

! 从台北看上海

瑶+作为第一个在大陆讲 !"#的台湾人!第一
个介入大陆平面设计展! 为众多大陆企业设计企
业标志的台湾人!$%%&年北京奥运会会徽的唯一
台湾地区的评审!您观察"深入大陆尤其上海的设
计圈已有近 $%年的时间#上海在三年前获得了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设计之都%的称号!我
们知道! 台北则正在为竞逐国际工业设计社团协
会 '"!#"()冠名的$$%*+年世界设计之都%桂冠而
努力# 请林教授介绍一下台北设计圈的情况吧&

林!秉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台北共有

包括台北市交通%卫生等 !个部门共同参与到如

何通过设计来推动产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议题

中& 就台北的设计圈而言$最后能不能摘下"世界

设计之都'的桂冠$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值得投入

的是$经由这个竞逐的事件$通过设计思考$来提

高政府职能部门的效率$改善台北市民的日常生

活体验&

在大陆$深圳%上海同享有"设计之都'之名$

前者与产业发展关联较深$ 而上海却一直热闹有

余$成果寥寥&在我看来$上海建造"设计之都'$是

时候从物的层面向系统的部分转化$ 建立起所谓

"海派'的设计思考系统来&

! 上海缺什么

瑶+在松山机场!我看到有很多剪纸形
的$,-./01 !231!,-./ 4526/2%的灯箱和装置
艺术!这是台北对自己的定义吗'

林+是& 类似的$香港在几年前提出了

""#$% &$'( )*+,('(亚洲生活方式) 的口号$

来定位城市的属性$ 之后便一直通过各种

展览%活动来加强这个概念& 相形之下$我

不禁想问$*设计之都' 这个名号要把上海

带到哪里去+同中求异的今天$上海又想让世界看

到什么+上海缺少的$也许正是一个对城市属性的

宏观而清晰的论述&

上海有上海的特殊性$ 但兼容并蓄从来都是

*海派'文化的特征& 擅长学习的上海人如何巧用

他山之石$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先要自己思考

*要不要'&

多年前$ 我在名古屋作为交流学者有过一个

工作坊$承接了为名古屋做旅游地图的项目&从设

计的角度$ 我通过天地人的概念来对应当地的自

然%历史和美食$一张 "-纸便成了城市最好的代

言&有意思的是$今年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结合

李安大片的全球热潮$自行拍摄创意了,台北 ./

的设计之旅-影片$推荐观传局制作的台北设计地

图$制作五区中%英文版设计地图贴纸免费向市民

及游客派放&从这些小事入手$上海可以先好好寻

一下根&

! 好点子可复制

瑶+我们知道!台湾地区从日本那里学到了不
少好点子( 前两天我采访了台湾有关经济部门!他
们就把日本曾经推行过 $7879%)7:/ 82225;/ -:/

9<=>=?3@即一村一特产的策略换成了$7479%!一镇
)4-A:*一特产!组织设计界人才每年围绕某地的
特产!开展贴近大众需要+传递台湾本土文化精神
的设计大赛($%%B年举办至今!不仅培养了本地的
设计力量! 也对台湾特产的销售和推广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 请问林教授还能给我们举一些台湾的
成功案例吗'

林+对$像*010.'的案子$上海可以来一个

*一区一特产'嘛.台中有一所亚洲大学$成立时间

不长$却在台湾设计院校排名中蹿升迅速&当时我

就给他们出主意$ 要提升该学院在台湾院校中的

竞争力$没法在客观的空间版图上使力$只需要建

立学院的*磁场#效应& 比如$建立亚洲设计档案

库$ 礼聘全球顶尖的设计精英与本土优秀的设计

师做师资$定期举办文化论述类的设计专题论坛/

又比如$已预计将在今年 23月启用的*安藤忠雄

艺术馆#$以上所述$都能让该学院成为具有强烈

吸引力的文化地标&任何地方$一旦有了如磁场般

长久牢靠的吸引力$ 那么地方属性自然也会清晰

起来& 上海或许也可以借鉴这个思路拓展发挥&

日积月累的力量
每个人都有在旅途中寄明信片的经历，但是

又有几人能像林磐耸一样，将一件事经年累月地
做到极致？

在早期的台湾印象海报创作之后，$%%C年
开始，林磐耸选择用针笔、签字笔和毛笔等工具，
以简单的技法，长期进行手绘创作。“台湾家书”
系列是林磐耸寄自全球各地的明信片，他将不同
时空所见的人事地物融入在台湾岛屿图象之内，
表达出自己对家的眷念；“一日一佛”则来自于他
病中的感悟，描摹周围病友、医护人员，表达祝福
的同时，也是对宗教力量的心灵寄托；“生命行
旅”则是记录生命旅程过往的雪泥鸿爪，这一张
张的明信片就是他个人生命行旅的见证，一枚枚
来自不同时空的邮票上的戳记也完整记录着他
的生命地图，而藉由“台湾家书”推广“台湾是你
我的家”，正是他创作的意义所在。

一生二二生三
这无疑是设计与产业结合的一个经典案例。
寻找到“我的台湾”这个代表性意象后，林

磐耸更把自己所创作的“台湾印象”海报与“我
的台湾”手绘等图像授权了台湾橘园、法蓝瓷、
艺拓、台师大与大陆中粮集团等不同公司开发
了版画、陶瓷、壁饰、笔记书、书夹、4 恤、背包、
杯盘、蜡烛、卡片……等 &%余种文创商品，希望
藉由这具有鲜明的个性与强烈的识别效果的图
像在日常生活的所见所用，来提升大众的生活
美学。

$%%+年起，林磐耸授权“我的台湾”图像成
为台北书展基金会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台湾
馆”的主视觉形象，从此扮演起台湾意象与文化
主张的代言人。

发现-再现-表现
作为台湾 !"企业形象规划设计界的扛鼎之

人，林磐耸“看见，台湾”的出发点是做自己的本
行，为台湾设计一个辨识度高，让人过目难忘的
企业形象。
最初的“发现”起源于林磐耸在飞机上，看到

窗外的浮云后的思考，为了表现“只要有心，就能
看见台湾”的意图，林磐耸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将
台湾岛形状的石头在检视现场做文献式的记录，
而这一颗颗石头，和明信片上手绘的一片片树叶
无不表达了“看见台湾”，最后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概念系统。

林磐耸常常说，做一件事先要把结构想清
楚。表现的意图清晰后，再现的途径就可以多种
多样。
“设计是有方法论的，有一套逻辑，只要按照

规定的程序，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前推进，最后
就抵达终点了。”虽然转换成不同的艺术形式表
现，但是台湾岛屿的图像成为了林磐耸而后不变
的创作元素，“看见，台湾”也成为了他个人独特
辨识的视觉符号。
谁来做一个“看见上海”？

上海亟需
“设计思考”

" 南瑶有心就能看见
———记“看见 台湾”林磐耸艺术设计展

大
家
说

" 本报记者 吴南瑶

! ! ! !

! ! ! !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在于是否

拥有!文化*的厚度$可以提供!创意*

的宽度$以及开创!产业*的长度)

林磐耸自 *++,年开始手绘的

!我的台湾*系列作品$将漂浮的白

云,高山峻岭"花草树木"熊熊火焰"

鱼形等图像纳入宝岛台湾造型$成

为了具有独特视觉形象的符号)

由于这系列作品具有鲜明的风

格和明确的识别效果$ 林磐耸将此

系列图像授权滚石唱片"橘粒创意"

台湾师大等单位$进行笔记书"卡片

等一系列产品的开发)

我看见了台湾$你呢-

林磐耸
文创设计鉴赏

“人无法选择自然
的故乡，但可以选择心灵的
故乡。”从哈佛的校训出发，林磐
耸以洗练的海报视觉语言融合台湾
岛屿图像作为创作题材，不断加以演
绎成不同的视觉图像，不仅建构了个人的
视觉符号，也令宝岛台湾意象深入人心。
2013年 4月 6日至 5月 26日，享有
“台湾设计界的发光体”美誉的台湾视
觉设计艺术家林磐耸的艺术与设计
展在台北市历史博物馆展出。4月
13日，本报记者在展会现场，
专访了林磐耸教授。

# 将漂浮的白云"高山峻岭"花草树木"熊熊火焰"

鱼形等图像纳入台湾岛造型的!生命地图*

# 多彩的世界迷失的台北'海报(

# !台湾家书*+看见心灵的故乡'海报(

# !深浅有余*)以台湾珍稀物种!樱花吻鲑*为题$

借在冰河时期封陆而无法洄游$却凭着坚韧的

毅力存活下来的台湾鲑鱼$制成具有台湾

岛屿形状的鱼形图案的青白瓷盘$

成为具有话题性与故事性的

生活美学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