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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之都

! ! ! !大约一年前，我从苏州大学李超德教授
处获得了一册 !"年代末上海市服装公司的
样本，扫描后传到豆瓣相册里，未曾想造成
了意料之外的广泛影响，不仅在豆瓣和微博
上迅速掀起了巨量的转发和讨论，还引发了
一些纸媒的报道采访。时至今日，这套被易
名为“老上海的摩登”的图集仍不时在多个
微博账号出没。看到 #$% &''(的迪奥风
格和中式元素的和谐混搭，观者不免发出同
样的感叹：为何 )*!+年的上海还会有如此
时髦的服装设计？
上海的摩登时代通常仅被锁定在上世纪

的二三十年代，实际上 )*,*年后依然余响不
绝，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末。建国初，上海市
民怀着对新时代的美好憧憬，竞相效仿以中
山装、列宁装、布拉吉为代表的“革命新风”。
同时，追逐摩登的城市风习仍有惯性，一些街
头青年用高跟鞋、玻璃丝袜及飞机头、花呢裤
来搭配列宁装，旁若无人地将革命服装穿出
了“奇装异服”的气质。之后，伴随“三反、五
反”运动大规模的展开与深入，社会空气骤然
紧张，不少西式服装、鞋帽店关闭歇业。
“一五”起始，整个工商业出现了建国后

最好的景象。首先是消费量上的宽裕使新的
生活风尚成为可能。上海虽然开始发行布票，
但用布定量标准在整个票证时代中都是遥遥
领先的。其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告一段落后，
社会空气相对宽松，民国遗风再次抬头。“资
产阶级大染缸”的城市个性和开放气息令人
印象深刻。据《城市季风》一书记载，从北京来
的干部惊讶地发现，街上行人的衣着与解放
前相比似乎没什么改变。中青年妇女一律是
圆高领旗袍，有的是浅驼色花呢旗袍，外罩一
件男式羊毛衫当外衣，十分潇洒。最后，这个
阶段的官方舆论认为男女趋同的保守着装与
社会主义美好生活不相协调，纺织部、团中
央、全国妇联多次发文呼吁为广大妇女儿童
设计更多美丽的服装。刘少奇更是明确指出
“不要以为搞时装就是资本主义”，这等于在
思想观念上把时装设计与资产阶级的奢靡生
活进行了剥离。

在“一五”末期的舆情沸腾之下，新的服
装款式不断涌现。)*!-年，上海妇女用品商
店和全市最大的南京路时装商店开业，上海
市服装公司动员了全市的时装设计高手，推
出了 .""多种新款服装（本文开头提到的轰
动一时的服装样本即来源于此），同一年还举
办了上海市妇女儿童服装展览会。插图中的
服装款式多元驳杂，共同的特征是多用紧致
的束腰设计突出女性曲线，手套、首饰、坤包
等配饰考究且精美，民族风格的形制和图案
特色鲜明。女装中有民国余韵的改良旗袍，也
有简朴大方的民间裙袄，当然最让人眼前一
亮的还是中式风格的 #$% &''(，东方化的
处理手法更添温婉与柔美。

当克里斯汀·迪奥在 /*,+ 年首次推出
颠覆性的 #$% &''(时装时，他释放的是
二战以后丰裕与精致的生活理想，为西方女
性重建因物资匮乏而压抑多年的美感和品
味。这和上海市服装公司在五十年代末面临
的境遇确有几分相似，故不难理解后者为何
会选择同样华美的风格，除了设计师的审美
偏爱，也实在是时代的况味。然而遗憾的是，
这却成为了摩登时代落幕前的一曲挽歌，也
是上海居民年用布定量急剧下滑前的最后
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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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设计为有限的资源增加含金量
中国有句俗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蕴含东方哲学的大俗话用

到北欧设计师们的身上却无比契合。北欧气候寒冷，有的地方地处北
极圈内，一年中会有好几个月处于黑暗之中，见不到阳光。恶劣的气
候条件加上有限的资源，使得北欧人对资源格外珍惜，用足每一块材
料，尽可能提升有限的资源的含金量，而要做到这点，很重要的一种
方式就是设计。
北欧设计创意周视觉形象设计、字研所创始人潘剑峰这样评价

北欧的同行：“北欧的设计在我看来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在’，不管是
平面设计、建筑设计还是工业设计。这意味着他们的设计总是非常合
理，本质上就是人性化至上。北欧的设计师似乎能够安静地思考材
质、用户体验和可持续发展效应，这体现在设计的每一个步骤。他们
通常做事一板一眼，极其靠谱，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北欧的设计师
一个人能当四五个人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工程学和其他学科
的教育背景，所以他们在做设计的时候能考虑到设计本身以外的相
关环节对设计的影响，这也让他们的设计更‘实在’。在他们的理念
中，民族性在设计中不那么重要，设计是为人进行创造，关键只在于
关乎人的需求。”
打个比方，在北欧，假如一家企业要设计一双跑鞋，那么，除了产

品的质量、款式、产品的材料与生产过程是否环保等，他们还会想到
如果哪一天消费者不想穿了，能不能提供回收鞋子的渠道？回收之后
如何再利用等等。

“可持续”“环保”永远是关键词
可持续的设计理念在由丹麦和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共同完成的自

行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自行车虽是由各种废弃零件组装而
成，但设计者还研发了针对学生使用者的一整套系统，包括自行车
锁、自行车零件数据库、自行车使用者信息库等。在这一整套系统中，
自行车的零件都来自回收的材料，而经过登记进入数据库的使用者
则可以根据需要定制个性化的自行车，专门设计的自行车锁可以降
低自行车的失窃率。
丹麦科尔丁设计学院副院长梅特·科尔丁认为，这样的设计系统

本身就很有趣，首先它可以避免浪费；其次，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
的设计活动，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辆独一无二的自行车。“一旦确
立了产品，我们就会围绕产品进行系统的思考，争取能把相关的每个
环节都考虑进来。我们希望设计出的是一个系统，而这种系统能够帮
助我们实现可持续的理念。”科尔丁说。

孩子走丢了，是生活中每个家长都可能遇到的问题。挪威奥斯陆
建筑与设计学院设计的一款母亲与孩子间的通信系统“妈妈在哪
儿”，试图寻找更有效的解决方法。不同于在孩子身上装一个跟踪系
统的传统方法，这一设计考虑得更周全：通话装置被设计得简便且容
易携带，只有钥匙扣大小，让年幼的孩子也能方便使用。
挪威奥斯陆建筑与设计学院院长拉谢尔·特罗耶介绍说，为了让

走丢的孩子也能使用“妈妈在哪儿”这款通信系统，设计者们精心设
计了一本儿童画册，画册里根据设备的外形设计了主人公的卡通形
象，而情节就是主人公的历险记。每次遇险时，都可以用“妈妈去哪
儿”帮助解决困难。“这样做的好处是，孩子们会喜欢看，在看的过程
中，就学会怎么使用了。”特罗耶说。值得一提的是，画册所用的纸张
也是再生纸，践行了可持续和环保的设计理念。

系统设计才是最高境界
当中国的设计师们还在为设计一件产品绞尽脑汁时，北欧的设

计师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更高的境界———系统设计。用梅特·科尔
丁的话说，这意味着当你设计一个茶杯，你可能需要考虑各种相关的
细节，而最后的结果是，这个茶杯可能改变了人们的喝茶方式、影响
到了茶文化。
这种着眼于系统设计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在科尔丁设计学

院的学生和中国的学生一起完成的一个项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那
是一个有关“如何让食品更加安全”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学生们关
注到了地沟油给食品安全带来的危害。他们在产品设计师的帮助下，
了解了食品从被生产出来，到最后成为厨余垃圾被回收的整个过程。
他们将整个过程做成了一个链条式的模型。当学生们为链条中环节
太多而困惑烦恼时，一位中国教授提醒了他们，他用中医针灸的方式
说明，很多时候，抓住一个点，就可以对整个链条起作用。而在这个链
条中，学生们抓住的那个“点”就是地沟油的收集者。
“学生们认为，那些地沟油的收集者们做的不是坏事情。他们将

被丢弃的地沟油收集起来，避免了那些油留在下水道中堵塞管道。而
地沟油事实上是可以被回收利用的，只要用到合适的地方———当然
不是重新加工成食用油。学生们在窨井盖上贴了告示，希望能够和这
些地沟油收集者取得沟通。因为，他们是这个链条里的关键点。”梅
特·科尔丁说，“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把有关地沟油的这件事情中
的每一个利益相关方都提炼出来，而解决方案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
多元文化的互动过程。”
虽然有关地沟油的项目只是“学生作业”，但是，对于系统的设计

却让中国学生在实践中看到了设计的力量。设计是一个过程，而不仅
仅是一个产品。设计是一种力量，巧妙地改变着世界。

" 设计是一种力量!巧妙地改变着世界

“设计是一个过程而不仅是
产品”，这是为期十天的北欧创意
设计周上，来自北欧四国的设计
师、设计院校的教授们带给中国
同行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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