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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话题 /

! ! “设计就是要人感受
到美好”，同济大学创意设
计学院吴国欣教授反复说
到这句话，他说从事设计
这么多年，收获最大的就
是这点。笔者通过与吴国
欣的交流充分感受到城市
设计绝不简单。

用心虽累，
但要坚持设法传
达感受

谈到要成为一名好的设计师需要具
备哪些特质时，吴国欣无奈地笑了笑说：
“关键是要用心吧。但用心的设计师其实
很累，每一项设计，哪怕是张明信片，你
都不可重复自己；再者，你又不可抄袭别
人；你还必须选对合适的方案。”何为合
适？当设计叫人眼睛一亮、笑逐颜开，继
而啧啧称奇，那便是了。尽管有着无奈和
疲倦的时候，但当自己的设计受到这些
真诚的赞美，设计师的心中自然也就快
乐如泉，汩汩而出了。
“一个展览也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让

人看什么；要设法传达什么，让人感受到
什么：期待而来，愉悦而去。”吴国欣说，
“外文不好的人踏上外国的土地，走一
走，看一看，对这个国家的印象也就有
了，而且和那些精通该国语言的人相差
无几，为何？感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
以参与上海世博会的外国团队方案都致
力于‘传达感受’，筹办世博会的三年中
我得到了很多。”

化繁为简，简化视觉
只为加强情感

“展示设计作为视觉传达的重要内
容其最高境界应当是化繁为简。”在吴国
欣看来，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如果把它弄
得很繁杂，那么肯定是不对的。展示设计
的创新是围绕参观者的体验进行的，看
什么，怎样看才能直达要旨？这些都是需
要设计者不断琢磨透彻，然后选用合适
的方式化繁为简地表现出来，“视觉传达

的目标不仅是完成简单的
视觉信息的传递，而是要给
人以情感上的感染和满
足。”所以，“好的设计一定
是简约的”。

再延伸到城市设计
中，吴国欣说：“很多地方看
到天安门庄严、鸟巢有味，
就在当地山寨一个，很是滑
稽。”他常跟学生说，一个城
市的空间肌理、天际线、建
筑体量等等，都是容易给来
访者留下第一道印痕的，比

如北京的故宫、天坛放到上海就不太合
适，因为街道的尺度不一样，历史文化、环
境意蕴、民风民情也不一样；比如金茂大
厦放在北京不合适，放在浦东，坐镇陆家
嘴，既传统又现代，恰恰好，你把它放到天
安门、故宫边上，实在是怪。

中国元素，绝不都是
看得见的符号
中国元素是否一定都是中国红、琉璃

瓦，抑或马头墙？或许对于完全不了解中
国的外国人就是这些，但在中国，课堂上
是不用教这些的，因为学生们天天感受到
的都是“中国”元素，天人合一、顺势而为、
叠山理水、漏窗借景等等，都不是靠看，而
是感受到的。吴国欣认为，让学生将这些
潜移默化得来的中国元素设计进作品，不
必刻意就自然是中国的了。或许没有中国
式符号，但浸透的肯定是中国意蕴、中国
味道。“所以我的课堂从来不刻意去教这
些”，吴国欣说，“比如世界首届规划院校
大会，我用‘!"#$$%$&’的第一个字母‘!’
缠绕旋转着编成中国结作为大会的会标，
既大气、喜庆，又很中国；大家一看就明
白：中国的！”

“同样道理，一座城市就是一件展
品。”吴国欣举了个例子，曾有位藏友拿着
一件宝贝来要他评价好不好，他说不评，
因为“我不知道你把它放在哪里。一件东
西好不好，首先要看它放在哪里，一座城
市也一样”。简单的类比却让人充分理解
了他对城市设计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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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的城市设计一直向世界介绍着上海，
同样为上海迎纳世界打开了大门。教育部在上
海主办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虽已过去近
十年，但我们对当年会议的形象设计、环境设计
的印象却依旧清晰，安静的主色调———深绿与
开会时节的树叶颜色十分吻合；深绿、碧绿、橘
红、橘黄等五色的会标构成了会议的圆桌；彩
旗、指示牌、气球、凳子、桌子等分门别类，安静
的深绿做了背景墙、会议桌，活跃的橘红、橘黄
做了凳子、彩旗、标语。整个项目运用了 '((多
项形象设计，把会场装扮得宽严相济、秩序井
然、赏心悦目，与会者纷纷称赞“色彩的运用层
次分明，极易识别；整体效果一气呵成”。

作为上海中外交流“招牌”的中法文化年
“上海周”每年都非常引人关注，每年的展示设
计则充满典型的中国味道。设计者说，到法国
做设计，我们的根还在中国。张艺谋、王澍被世
界认可，全是因为“中国风”，这种中国味道是充
盈在我们的心里、血脉里，画出来、表达出来就
绝不会是亚平宁，也不会是高卢鸡，更不会是洋
葱头建筑，意象在里面、味道在里面，中国意蕴
就会自然而然地渗出来。所以，当这样的作品
出现在世界面前，谁都能立刻就认出“这是中国
红，但不是大红灯笼；这是屏风意象，但不是屏
风而是展架；展架是地道的中国榫卯结构，虽然
架子是铁铸的。”在巴黎都日丽公园，徜徉在中
国“屏风”样的门阵里，看着中国红的“窗棂”上、
书册脊背意象的墙上张贴的儿童画、书法作品，
“屏风”前的中医咨询台（人体穴位铜人像立于
一旁）、书法表演等等，节目丰富，看得法国人啧

啧称奇。作为上海周中的“上海教育展”，在设计
中充分让法国人看到一个既神奇又现代的中
国，“听到”上海与巴黎在对话。

作为上海人最难忘的当然还要提到 )('(

年上海世博会的点点滴滴，要在世界范围内的
展示设计方案遴选工作更考验到决策者的眼
光是否独到。“设计的作品好不好？如何评价？
就要看放哪里，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决策者如是说。为 *个主题馆挑选展示设计方
案，那真是看花了眼，看晕了头。如果说为大学
论坛设计是同步世界，巴黎展示设计是感受中
国，世博会则是中外展示设计同台竞技了。*个
主题馆，国内外共有 '*家单位参与竞标，“一
定要有国内的团队！”抱定这样的信念，经过大
量认真细致的审核工作，最后评审专家选定了
德国、荷兰、西班牙和两个中国团队。在细节
上，比如参观中国馆，考虑到如果自下而上的
流线，人流就无法顺畅，于是“人流从四个立柱
乘电梯上到顶，然后逐层往下参观”，这样的设
计建议产生了，终于解决了因为建筑漏斗形状
带来的参观难题。人们都说，世博会有三大看
点，第一是建筑，第二是展示，第三是管理，应
该说展示艺术的精彩纷呈为上海世博会加了
不少的分。
多年来与国外高水平展示团队接触，与国

外设计师打交道，让中国设计师们学到了很多，
展示设计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参观者看到了什
么，摸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感受
到了什么。五官全到，五味俱全，当然就容易感
受到“五美”是否齐备了。

一个城市
一件展品
◆ 刘艳+本刊特约评论员,文 通讯员 姜锡祥 摄

“一个城市就是一件展品”，这是吴国欣对城市设计
的观念，放眼世界验证了这句话的实例比比皆是。即使不
懂外文，到了一个国家，看看它的街道、商店、公园、道路，
也就能对这个国家有个感性的认识，这就是设计的力量；
到人家里也是，一进门，屋里装饰风格、家具特色、陈设、
颜色，几分钟，初步印象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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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需要更多“墙头草” " 周良珏

!人物专访

“设计就是要人感受到美好”
———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吴国欣教授谈城市细节

! ! ! !◆ 本报通讯员 程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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