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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话题 /

! !在民间正是!高手"如云#别看设计展$设

计周上活跃的都是外国大拿$资深设计师#那

都是小众# 真正的民间高手其实都在街道的

犄角旮旯$乡野的青灰石板街上%

高手在民间#美国也是如此% 美国西雅图

崇山峻岭中有座德国小镇&&&莱文沃思#小

镇随着伐木业的式微而衰落# 危机到来时小

镇成立了 !"#$ 委员会来拯救自己的未来%

一位小店主提出用小镇山水酷似阿尔卑斯山

的特点复刻一个巴伐利亚小镇# 初看疯狂的

点子几十年后变成了现实# 而今这里成了美

国版的巴伐利亚小镇% 小镇啤酒馆门口站着

一位敞着胸$ 扎着两条金黄大辫子的巴伐利

亚女郎#热情邀请你进店品尝 %&'(!!生啤%

正是设计的力量改变了小镇的命运%

把玩手中的!路路通"银饰#圆润的扁圆

宝形$细细但每一个都略不一样的卷草纹#串

起来戴在腕上#看见的人都说好看#那是妈妈

在云南边陲的一个少数民族寨子里买回来

的$纯手工制作的'上海多伦路公厕自然排风

机关设在顶部#还是古法今用#甚至有游客称

赞道(!这儿的级别和宾馆的没差别"$!大上

海的气质就是没话说"% 这样的设计不是出自

什么国际大师# 而是来自 !沉默的大多数"

&&&老百姓中的能工巧匠% 在老的行当铺子

前#常听到游客问铁匠$皮匠$银匠!这么好的

手艺窝在这里可惜了) "我颇不以为然(人家

把刀做好#把鞋子做到完美#把路路通做到让

人爱不释手#技术化成了艺术#设计提升了生

活的品质#花香还愁蜂不来*

! 陈守文（本刊特约评论员）

如何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如何让我们的生活品质进入2.0版？以
艺术为底蕴的设计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条缝隙中，已指日可待。正因为
如此，我们对去年12月9日的首个“中国设计活动日”鼓且欢呼。但是设
计真的成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了吗？

“设计无所不在”如今几乎人人都
知道，北京国际设计周策划人曾辉称，
从建筑到工业、环境、服装、视觉传达到
手工工艺品，设计涵盖了所有生产和生
活的领域。但笔者观察，中国当今很多
人对设计的认识仍然模糊，许多产品最
终都输在设计上，特别是没有将设计贯
穿到民生的各个环节。比如，在过街天
桥上放置风景和趣味盆栽，让人不再望
而生畏？加强城市设计，使我们的城市
不再为上下地铁而纠结，汽车不再乱停
乱靠。这些关乎民生的设计，艺术都大
有用武之地。
再者，民众完全可以参与设计。千

万不要迷信所谓的大师、专家，没有谁
做得到如自来水管一般，一拧就能涌出
设计灵感的；民众的创造力也不容小
觑，正应了那句“高手在民间”。最近，上
海的社区创意金点子大赛就涌现出了
许多精彩的设计：用废弃可乐瓶做成了
立体花园墙，原本大家都不愿意走的墙
根，现在常常有人在此早锻炼了；废弃
电路板做成了能动会跑的机器人，还有
输液报警器……民众从看客开始往设
计者转变了。
遗憾的是，仍有一些中国创意人只

愿意模仿跟风，而民众还在围观，所以
设计创意仍止步在机构和园区里，最后
的成果出现在展会和创意商店里，普通
商场和社区里难觅其踪迹。

德国柏林斯图加特广场从规划编
制之前就邀请市民参与并发表意见，
各种意见汇集起来，经过审评，有的最
后就变成了实施方案；在美国的街头，
就经常看到造型如香蕉、鲸鱼状的 !"#

汽车，撇开“是否合法上路”这条，这些
都是民众创意的冰山一角。当经济和
社会进入成熟期时，只有在意识到自
身的文化长处，并用艺术感充盈的设
计表现出来时，人类才能生成与成熟
文化相称的典雅气质，才会有从容而淡
定的幸福感。
所以，我们设计师们别再抱怨设计

的价值被低估了，回头想想，你是否努
力地引导大家、启发大家，让民众参与
到设计中来过？民众的设计也许不够专
业，但一定与生活有关，正如台湾的“伴
手礼”那样，生活的品位、审美的品位从
凤梨酥、牛轧糖、台湾阿里山茶叶、金门
高粱酒这些普普通通的日常物品上绽
放出来，设计的魅力弥漫开来。

●评论

不要错过
民众智慧! ! ! !如今，以“设计”为名设立的各种创

意园区、街区、机构少说也以“千”为单位
计，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改革阔步走向
深水区，原先那种依赖资源、罔顾环境求
发展的思路越来越没有出路，各地将目
光转向创意、设计、文化等领域者却趋之
若鹜。

就拿设计之都———北京来说吧。去
年金秋时节这里简直成了设计的大秀
场，仅北京设计周就吸引了世界各地数
不清的设计大咖们前来，还记得那匹炫
酷的“巴萨骑士”不？那是主宾城市巴塞
罗那送给北京设计周的金属马，看到这
匹马就感到血脉贲张的观众大有人在，
因为它是力量和速度的象征。再看设计
周的活动内容，包括各类展览、论坛、年
会、研讨会、推介会、洽商、嘉年华、沙龙、
雅集、对话、讲座 $%&多项，$&多个国家
的设计师及设计机构代表参与其间；中
华世纪坛、中关村科技园区、'%(时尚设
计广场、')*艺术区、草场地艺术区、朝阳
公园“设计猫”主题公园、尚 *创意园区、
三里屯太古里、国贸三期、南锣鼓巷、首

钢园区等，北京稍有名气的地方都参与
其中了。

但是，我们发现，北京的设计还是一
如既往地维持着“大咖们主宰、民众做看
客”的局面，观众能做的是看，是掏钱，基
本没有介入设计的机会。当然“设计为民
生”的主题活动还是有的，但是凑近看：
那是 (+位著名室内设计师为农民做回
迁房的室内设计活动，“高品质、低造
价”、“每平米 (千元”是关键词。百姓还
是看客，热闹有余，思考不足。

再看另一座设计之都———深圳，刚
刚落下帷幕的深圳第二届国际工业设计
大展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但其所走的
路线、展览模式与北京大同小异，“我展
你看”、“我吆喝你掏钱”的模式固定不
变；展览有好多展区，像设计未来展区、
国际设计大师展区、智慧生活展区、设计
前沿展区、创意家居展区、创客空间展
区、设计品牌策略展区……国际“大师”
来了，新晋设计师来了，民众都是看客和
潜在的买家，只是每件创意作品的价格
大多贵得令人啧啧。

民间设计高手：有才未必要出名
! 刘艳丽

! 程国政 文 姜锡祥 摄

设计“大咖”
领头跑
老百姓
何时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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