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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接轨一直是新加坡的治国路向，或许因
此，新加坡设计是东南亚中最具国际特色的，也可以
说毫无“当地特色”。然而对新加坡设计师而言，本土
特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展现一个设计师的个
性。新加坡政府一向强势，这几年当地政府推动新加
坡本土设计不惜重金，带领一众设计师环游世界，登
陆各大舞台，由政府领军的新加坡创意工业是否能
杀出重围，只能让时间证明一切。

去年 !月的伦敦，呼吸的都是设计过的空气，这空气带有东方的
香气。设计节上早已不缺亚洲面孔的设计师，一大部分来自设计环境
更为成熟的日本和韩国，其中也包括不少在伦敦创业的亚裔设计师。
然而小小的新加坡，却是唯一在伦敦设计节筹划大型活动的亚洲国
家。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属下的设计理事会举办了一个名为 "#$"#

行动的展览，其布展方式极具创意，主办者将两辆被淘汰的伦敦双层
红巴士改成展示空间，停泊在东区时髦的 %&' ()* %+,-./ 0+'1'+2，
另一辆红巴士则于伦敦大街小巷穿梭，把观众直接带到现场。这布展
形式不只凸现了新加坡人的创意，将新加坡和伦敦有机地联系在一
起，也由侧面看出设计理事会希望让更多人看见新加坡设计的积极
心态。
新加坡政府一向强势，谈新加坡设计或许应该由政府说起。成立

于 "##3年的设计理事会，近年来在推广本土设计不计成本，其宗旨
在为这从不以设计知名的岛国于创意的世界版图上寻找新位置。"#$
"#是新加坡一个本土的设计活动，每年由当届当选的 "#名设计师
推举下届 "#名有潜力的设计师，借此壮大新加坡的设计队伍。

走出去和请进来

创意工业一夜之间成了新加坡举国上下的热词。这一两年，在政
府的支持下，新加坡设计环游了世界各地，由威尼斯到巴西、伦敦、日
本、上海等。在创意工业刚起步的几年，
就把自家设计推到海外舞台，一些人或
许评价这举动为还没学走就要学飞，但
设计理事会显然认为，这是最快让外人
了解新加坡设计的方法，也让新加坡设
计人能有更多的海外联系。在新加坡，创
意不是单纯的创意，而是一盘大生意，不
只是一盘大生意，还是一盘好生意。一直
重视引进外国人才的新加坡政府还邀请
国际设计界大师来孵化本土创意，一众
大师如伊东丰雄、喜多俊之和 45'6'

7.2*'/加入“国际顾问专门小组”，为新
加坡设计的未来出路献计，其中喜多俊
之正与本土设计师合作设计产品。
“设计从没像目前这样成为新加坡

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不只在新兴
的创意工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要在
日益竞争激烈的国际舞台上脱颖而出，
好的设计更是关键。"##8年，全球创意
工业的市场总值为 9万亿美金，每年增
长约 8:。在未来的 8年计划，政府投入
"亿新元发展创意产业，希望能把创意
产业目前 ;<= 所占份额由 3:提升到
>:。”新加坡设计理事会的主席陈埃蒙
说。特别重视教育的新加坡，这笔经费中 9千万则用来发展教育等，
除了颁发设计师奖学金到海外顶尖设计学院念书，还举办各类设计
活动等，常年的新加坡设计节、时尚周、总统设计奖是新加坡本土的
设计盛会，不时邀请海内外著名的创意人到新加坡和当地设计爱好
者交流。新加坡也设立了一所艺术大学，目前正在招生阶段，希望能
培育更多的设计专才。
“太过依赖政府，以致新加坡人没有创意，懒得思考。”这样的论

调在新加坡并不陌生。“新加坡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其实创意就是要
靠自己，现在的设计师比我们刚出道时幸运多了，至少现在政府也意
识到像 4?%;和酒店业者也算是创意人士。”=&,/@ 45,*AB的陈俊达
说。新加坡人在酒店业的创意特别突出，正在开枝散叶的 CDE酒店、
顶级度假村悦榕庄和 F(G(集团的老板都是新加坡人；改造 HA@'球
鞋的 4?%;则近几年成了球鞋收藏家的新宠儿。

生于!"#$的中坚力量

目前新加坡最为活跃的创意人大多出生于 I#年代，虽然在相对
富裕的 J#年代成长，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工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才

是大家认同的第一志愿。“当时设计师这一职业闻所未闻，也经常和
艺术混淆在一起。我当时很喜欢美国的普普艺术，也没有想到那是一
种平面设计。!#年代中经济转型，加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取代了东
南亚作为代工国的地位，人们开始寻找另一条出路，新加坡设计行业
才开始发展起来，当时大部分的设计师都在单打独斗，后来政府也开
始意识到设计的重要性，顺手推了一把。政府的作用对新加坡特别的
重要。设计不单只是完成设计，有好的设计，也要有好的平台，而新加
坡政府这几年就在扮演这样的角色。我相信越南等地也肯定会有很
好的设计师，但是知道的人或许不多，因此政府挺重要的。”=.K' (/'

的主编 L'))2说。“创意工业刚刚起步，而设计师需要更多的曝光机
会，把他们带到国外去是好的，每个人都会犯错误，而我们就是得通
过错误学习。”
目前新加坡有多家高等院校提供设计课程，要培养设计师不困

难，甚至供过于求，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新加坡目前最缺乏的就是设计
经纪人。“我见过一些很有才华的设计师，但是他们完全没有 -.+!

@'5A/K的能力，这是一门专业，要设计师自己上门去推销自己的产
品，其实很尴尬，也无法专心做设计，或许这个转型的阶段，政府扮演
的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DM&是立足于新加坡本土的英文设计时尚杂志，由 L'))2于 J年
前一手创办，目前在亚洲地区有 9万本的发行量。两年前 L'))2将
D47卖给了 =.K' (/'，并在公司里担任出版总监，除了兼顾 D47之
外，每年还得负责出版约 98#本的设计书册。“现在政府也很支持新
加坡人成立设计公司，甚至提供一元对一元的辅助计划，如果我赶得
上这个时代，或许就不用把 D47卖掉了。”L'))2打趣地说。
新加坡人口少市场小，自然不是创意人最理想的创作环境，加上

创意过去一直不被重视，所以不少创意人纷纷到国外寻求发展，比如
NA/K到了香港；纪嘉良（O'M)A' L''）则往来纽约和东京；王景生活跃
于欧洲剧场。陈俊达是这次伦敦活动的策展人，为活动设计了一个由
各种不同方向箭头组成的图案，寓意明显不过。虽然设计师们各走各
路，但他们同时在为新加坡设计努力。

不急于寻找!新加坡特色"

设计观察家在评论亚洲地区的设计
时，本土性及当地特色往往是其中一个
重要指标。中国设计界有句名言：民族的
就是世界的。一般人相信要在西方竞争，
一定要拿出与众不同的东西，而自身文
化和传统往往在此扮演重要角色，甚至
是一个方便的标签，贴上作品就有了一
定的正当性。这也是泰国设计师不断对
内向外强调的重点，他们也的确善于将
泰国元素（从设计物料的选择到更深层
的文化诠释）包装成时尚产品推向海外。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种族的社会，但
本土设计师却鲜少卖弄自身文化特色，
以致新加坡设计的特色，就是毫无特色
可言，这样的设计要如何在激烈的环球
化竞争中脱颖而出？“我觉得本土特色其
实不太重要，也不用急着追求，更不用刻
意去强调，因为你生活的环境会自然影
响你看事情的态度。很多人看 =&,/@

45,*AB的作品，会认为我们既不东方，也
不西方，或许既东方也西方，有多种解读
的可能。”陈俊达说。
为新加坡设计提供战略的日本设计

大师喜多俊之也认为：“新加坡没有一个
独特、别人没有的东西。新加坡要超越自身的身份，放眼中国、日本、
印度及整个亚洲。我觉得新加坡若能跳出东西方的框框，设计出超越
文化的东西，会让世界哗然。”
“我们是一个中西混杂的社会，成长的岁月看小叮当港剧等。但

我们自小的美术教育却来自西方的。我在大学里念建筑系，学的一套
理论都是西方的，美术史艺术史也完全是西方的角度，很少有机会去
学习亚洲，甚至东南亚的设计美学。因此设计也很西化，这是必然的，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本土设计师也会回头看看自己生长的根，做出
一些带有国际味道同时又能反映出本土性格的作品，特别在建筑设
计方面。他们不是在创作一个所谓的新加坡风格，而是个人的风格，
其实不管有没有表现其新加坡特色，拥有个人风格的设计才是重要
的。””L'))2说。
“在亚洲中，新加坡的对手一直是香港，设计也一样，香港也同样

具有和世界接轨的优势，这几年来也举办了不少大型的设计展览，并
投入大量的资金在教育上，这对亚洲国家特别重要，因为唯有教育才
能培养人们对设计的品位，也能为设计师培养市场，能够欣赏设计，
在新加坡设计还是算是小众的。”

或许正如新加坡著名平面设计师所说：“我们的心是新加坡人，
但我们的灵感、养分、观点却是国际的。”

新加坡设计寻求突破
政府强势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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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设计小店深受年轻人喜爱

" 近年来#新加坡建造了不少设计风格鲜明的祖屋

" 创立于 9!!P 年的 =&,/@ 45,*AB 从一个由

O.M.))'Q4DE 艺术学院起步的工作室# 已经成为国

际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新加坡创意团队

" 祖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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