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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之都

! ! ! !上世纪 !"年代初，苏联模式开始在中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全面影响。苏联援建的
“#!$工程”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绝
大部分是重工业项目。“#!$工程”没有一项落
户上海，但通过苏联等国的技术和设备援助，沪
东造船厂、求新船厂、上海船厂以及江南造船厂
陆续完成了改建和建造，船舶工业局还在沪设
立了第一产品设计室。中国第一艘猎潜艇、护卫
舰和中型鱼雷潜艇在上海相继建成、验收并列
入装备序列。除了工业、国防领域，在“苏联的今
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口号鼓舞下，各个设计领域
都对苏联经验展开了充分且深入的学习。大批
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到沪访问、交
流，其中包括许多建筑师、规划师、工艺美术家、
舞台美术家、花布设计师、书籍设计师等。
苏联专家的能力并不平均，建筑和规划方

面的顾问往往带有较强的形式主义做法，有些
几乎是将苏联的那一套生搬硬套到中国，这为
很多城市埋下了发展的隐患，但上海的情况要
好一些。#%!&年的《上海市总体规划示意图》计
划按照苏联经验，将中心城区人口加以疏散，而
在城市边缘建造新的工业区和居住区。这个规
划显然脱离了上海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除
了近郊的工人新村以外，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的
规划并没有得到全面执行，城市中心与边缘的
二元空间格局基本维持了下来。
雄伟华丽的斯大林式建筑风格也并未在上

海大行其道，很多中国建筑师都无法相信这些
沉重而奢侈的建筑能代表一种先进的趋势。中
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是苏联专家在上
海仅有的建筑设计项目。这座在原哈同花园地
块上建造的大厦是中苏两国友谊的象征，也成
为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中苏友
好大厦由安德烈耶夫担任总设计师，吉斯诺娃、
郭赫曼、陈植、蔡显裕等一大批中苏两国的建筑
师和工程师通力合作。'%!!年 &月，体量宏伟、
气势撼人的中苏友好大厦竣工，建筑面积总计
!(%""平方米，展出面积达 )万平方米以上。

中苏友好大厦是上海 !"年代兴建的唯一
一座大型公共建筑，建筑的主体特征由半圆形
拱券柱廊和金光闪耀的五角星尖塔构成，布局
对称，轴线明确，高达 ''"*+米的镏金塔成为了
这座城市新的制高点。这种建筑造型并没有得
到铺展和沿袭，但其空间功能和内饰风格却影
响深远。兴建中苏友好大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
举办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借鉴苏联社
会主义建设经验。大厦落成以后，因宏伟的内部
展陈空间迅速成为举办各类大型展览的首选之
地，领 !"年代展览馆建筑风气之先河。同时期，
出于相同目的兴建的北京苏联展览馆、武汉中
苏友好宫和广州中苏友好大厦等均采用了工业
展览厅为主导的设计模式。另一方面受上海美
协的委派，蔡振华、蒋希华等艺术家设计和制作
了大批豪华浮雕和精美花饰，综合运用写实风
格雕塑、藻井天花、沥粉彩绘、水晶吊灯和鎏金
等元素，在大型建筑的室内设计中首次构建了
俄罗斯古典主义的美学趣味。
值得一提的是，中苏友好大厦历年来所举

办的大型展事不仅是普通市民的节日，也是纺
织、丝绸、玻搪等行业的设计人员及手工艺人交
换信息、获取资料和启发意匠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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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本地 发现上海
“设计师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他的独立性”———这是“晒

上海 ”的核心精神。每年，集合到上海的不同领域的一线设
计师，设置主题，做完全主观独立的设计研究，最终以“实

物”的形式呈现。主策展人侯正光为中国当代家具设计行业的
老大，'"多年前就在上海的莫干山路 !"号创建了木码家具设

计机构，!年前创建的品牌“多少”家具，开创了中国当代文人家具
风格，被行内昵称为“侯哥”。他对展览的定义为：“我们会称这个
‘实物’为‘产品’，但是‘产品’的定义因人而异。当然其意义完全不
是局限在个人宣泄和表达上，而是有期许的集体实验设计行为。期
望这群微小的个体发出的和声能够产生一些共振。因此，我们用
‘晒 ,-./0’为名，意在‘闪亮，照亮’。让我们一如晒太阳一般自由地
晒设计吧1 ”
展览的另一位发起人丁伟认为有四个关键词可以归纳“晒上

海”对他的意义：“一是线索，我找到了我思考问题和看待事物的角
度是源自抽象和归纳，‘百年上海’也许是最好的证据，试图用十个
符号来代表十个十年的历史；二是框架，只有在相对自由的状态下
才能发现和定义自己的边界和框架，晒系列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三
是映射，晒系列就像一面镜子，从一个窄小的视角映射出社会的情
绪，从‘平凡’到‘谎言’到‘虚构’；四是时间，晒系列拿出证据让我
们看到时间的形状，究竟是在重复自己还是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时
间让原本相同的问题变得不相同。”
这 !年来，每年确立一个主题，主打一种材料。从第一届 '%位

在上海的设计师参与，直到 !年来 &"多位设计师加盟，阵容见长。
他们中有上海多所知名高校设计学院的老师，有本土和国际设计
公司的设计主持者，还有独立品牌的创始者，共同坚持的是设计师
的独立性，以及主观地、独立地设计研究与实践。
用一种集体的形式，晒出上海设计的独立思考精神，这就是

“晒上海”展览的价值所在。

观“竹林” 延伸思考
盘点本届展览中的一些作品，可以引导我们对历年的主题作

出思考。
2345 678这个名字对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工业设计师都堪称

著名，大多当代工业设计师都是从临摹他的手绘草图开始，迈入
工业设计行业。刘传凯设计为这次展览奉上了“上海微风”———折
扇。晒上海缘起上海世博会的礼品设计，城市无疑是最无悬念的
主题。在上海生活已久的刘传凯想用东方式的情怀来表达上海开
放的节奏，灵光一现中，他把上海的高楼和传统的折扇联系在了
一起。“一路走来，主动的、与被动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时光交错的
城市。”他希望在折扇慢慢打开的时分，逐渐展现展现上海改革开
放历程。
同样是“老外“的刘力丹，是“大世界”的设计师。她的老家在浙

江丽水，在德国攻读硕士学位并工作多年后，她毅然为一份执着的
爱情留在了上海。晒上海 )“平凡的非凡”，她聚焦了海派文化中的
稀奇和诙谐。从大世界里的哈哈镜受到启发，将哈哈镜的原理运用
在女孩子们随身带的化妆镜上，于是乎每次补妆就充满哈哈笑声，
体现出她诙谐乐天的设计感受。
策展人侯正光的设计的摆设———“秀山川”，来自于他长期以

来对传统文化的积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愿景融入了
他的灵魂，“山川不朽”又是那么符合晒上海 +的主题“不朽”。于是
就有了用不锈钢丝焊接而成的通透空灵的山川摆设。看似简单的
摆设设计，其中包含了候正光厚积而薄发的文化素养和美学功底。
晒 +中还有两件令人驻足的物件，一是胡文杰的“钢牙”，一是

黄卓然的“方便钢丝面”。
“钢牙”其实是啤酒瓶起子。两颗钢牙的距离刚好掰下啤酒瓶

盖，还能在瓶盖上留下一块牙印，“瓶开而牙未落”是设计师窃喜的
人生美事。
“方便钢丝面”选用不同粗细的不锈钢丝，通过挤压成型等工

艺手段制成，表达了在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大行其道之时，食品的
寿命可以无限延长以至于达到不朽。

对东方明珠电视塔的情感变化，生成了餐具系列设
计———“海上星”。设计师作为上海小资，莫娇曾对东方明珠电
视塔的设计嗤之以鼻。但留学法国加上多年的工作经历
后，她豁然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去接受上海。“最好的欣赏
埃菲尔铁塔的位置，是在艾菲尔铁塔的平台上向外眺
望”的视角，巴黎人诙谐地道出对铁塔的爱与憎。
在晒 +9 晒 !中，她以上世纪 %:年代闻名上海的
咖啡店“海上星”命名了一些列的餐桌用品的设

计，或是调酒器，或是食物盖，都是从太空某处暸望上
海东方明珠的景观。
“;<400 => ?.,3<400”看似妥协的口号，实则是激励设计多

元化发展的有效方法。远观欧美产品设计，我们总觉得是设计
起到了决定的作用，从而感叹本国设计或是制造厂商跟不上。
但若是再看看欧美国家的设计（行为）基数，每年有多少设计
展，有多少独立设计师做无经济利益的设计探索，有多少因兴
趣和爱好而进行的设计行为。正是有了这样的多元化和巨大
的基数，才可能催生出有效的设计产品。
“晒上海”就是上海设计师们为设计行业的多元化和丰富性

而做的努力，以独立的精神，自己做自己的甲方，发出最直观，无
保留的声音，为上海设计之都做出更多的铺垫。在忙碌而又现实
的本职设计工作之外，保留那一片竹林，去培育着我们的设计奇
葩。有一天，某朵奇葩可能成为改变我们生活的设计，但也可能就
只是林中奇葩。

一夜之间，芮
欧三楼迅速地长出
了一片“竹林”，竹
林丛中散落着三十
来件造型和材料迥
异、功能有点暧昧
而耐人寻思的物
件。这便是日前开
展的“晒上海”5年
回顾展的一个景
象。
5年前，上海的

一帮设计师们发起
了“晒上海”展览。
该展发起的缘由本
是为世博会做一些
礼品设计，后来就
成为设计师们每个
年度有主题的“自
由作业”式的群展。
2014年初，“晒上
海”回顾5年以来
“晒”出的结晶，亮
相于芮欧百货的艺
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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