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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 ! ! !展览主题以“造物”和“载道”，点出中国
设计的特点。从面向大众所设计的产品，到
针对小众生活情调的物件，展品选择范围宽
泛，力图反映今日中国文化需求之丰富的层
次。策展按与展品相关联的社会特点划分六
个主题，“意”着重介绍中国造物中体现的
内涵、象征和寓意；“茶”情景式地展现中国
当下的社交和养生习俗；“材”从竹材着手展
现设计中材料应用的创新；“艺”通过器物展
示了传统文化中技艺与智慧的传承与发
展；“数”展示设计产业中数字化和快速成
型的前瞻性产品；“气”体现了现代化与环
境的共生所形成的氛围，传达了中国当代
设计体现的锲而不舍与喜性而为。不同类
型的展品从各主题进行垂直方向的深度切
入，将展品与其传承脉络，使用群体，材料工
艺、制作工具和历史文献等渗透交织，建立
立体结构的展览模式，使观众对中国器物设
计的因果和意义感同身受。

带有生活温度的展品

展览设计由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的
陈永群教授担纲，将六十余件不同类别的
展品和谐地融入赫尔辛基设计博物馆略带
古典气息的砖拱展厅内。特别以情景方式
展出的茶席，让众多观众宁愿脱鞋，也要体
验中国茶席的气氛。六米长的茶席和席上
琳琅满目的器物最能吸引观众注意力。其
中有李共标先生设计打造的“铁打出”系
列，风炉经过几年时间五六次改良，最终才
有目前的造型和功能，特别是将书法中的
“屋漏痕”技法运用在锻铁的肌理上，让器
物有美学情感上的升华。李先生代表了一
批现代手艺人，埋头设计并自己制作，被
!"杂志评为 #$%&年中国设计新秀。
鞠钉大漆碗和斑竹茶具是策展人推荐

的重点。它们外观都并不起眼，却充满了生
命的温度。大漆传人赵健伟先生将鞠钉和
大漆工艺同时运用在古瓷修复上，恰到好
处地点出中国审美中的“残缺美”。大漆的
金色来自金叶，这与日本的做法不同，因为
日本人有食金粉的习惯，所以通常把金粉
加入大漆，但是中国人传统中没有这样的
习俗，而且用金叶制作，颜色质量都更沉
稳，点滴中包含着中国生活背景。打磨的圆
润细腻，又不失竹的骨感和天然的花纹，好
用又便宜是斑竹茶具备受大众青睐的主要
原因。既不是名家设计也不是工艺品，但却
常伴我们的日常生活，正是这样的器物，才
把普通人的生活体现的淋漓尽致。
“揽月”皮包为“意”的主题做出完美的

诠释。竹篮造型的包，又名为揽月，对于中
国人来讲，恰到好处点出对美好事物的向
往和拥有之间的暧昧关系之美，但如何向
芬兰观众解释明白，要费不少口舌，好在
“上下”（爱马仕旗下设计品牌）与爱马仕的
关系，爱马仕在希腊神话中的意义，帮助具
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理解喻意在中国造物
中的特殊地位。

李俊先生专注古法家具制作，展品“大
小头圆角柜”展现了明式木作家具的结构智
慧和审美情趣；而邵帆先生的“凭几”则将传
统的木质榫卯结构在现代设计中发挥的淋
漓尽致。展示结合《考工记图说》《宋式家具

研究》等具有代表性和一定深度的图文书籍
展示，呈现了让人折服的中国传统之“艺”。
同济大学应届毕业生赵健雄先生的毕

业设计“生灵”系列首饰，是展品中最年轻
也是最具前沿性的设计。毕业作品已于今
年六月汇报，现已频频亮相各类展览，也因
合理的价格创下了喜人的销售成绩。以《山
海经》中的神兽为灵感，将故事、个性和动
作内在的逻辑，写入电脑辅助设计的参数
中，生成复杂有机的造型，并用 '维打印这
一新的加工手段制作，最后再以手工染成
渐变的色彩效果。科技、时尚和手工碰撞而
出的精彩产品，为“数”这一设计前沿领域
的最佳代表。
“豹米”空气净化器和大疆科技的“悟”

无人机，则定义了当代中国设计专业性和
原创性。产品从开发，造型和功能和整合中
的创新，均使用平等的国际语言，竞技于世
界市场，并获得殊荣的产品。不仅为“气”这
一章节画下了完美的句号，更是为整个展
览乃至中国设计放飞了无限的展望。

顺势而为的策展

“造!化———中国设计”由中国文化部
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
院，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和赫尔辛基设
计博物馆联合主办，尖叫设计（((()
(*(+,-.)/*0）协办，是中国设计比较全面
地在西方设计博物馆里的首次亮相。
展览主办方较多，关注领域各不相同，

难免造成策展之始主题无法确定。但是作
为中国设计首度在国外博物馆里的亮相，
到底展什么？又为什么要展？又如何评判展
览的效果呢？策展团队在争论中找到了一
条顺势而为的途径，就是将中国现下最热，
最受关注的设计收集起来，同时注重民间
器物的方针，虽然工作量大，但也让策展人
员全面深刻地梳理当下的设计现象，逐步
提炼出“造!化”的主题来概括中国设计中
“造物”和超越造物的“载道”之意，并将展
品归纳成六个章节，应该说来之于实际，所
以对于目前的设计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展览也就不局限于一个专业的设计，而是
包括日常生活中各类设计。
展品范围广，从陶瓷器皿到日用家电；

从地摊货到工艺品，会不会导致展览凌乱
不堪？毕竟这是主题展而非展销会。于是策
展团队想到了增加文献内容的方法。展品
范畴宽就好比平面广度大，增加文献和重
点展品的背景资料就是增加了纵向的深
度，展览成为立体构架，让观众领略到不同
展品的信息技术从而意识到中国设计不仅
仅是几件产品，而是代表了一定的社会背
景，生活现状，技术发展和精神需求。

同时，策展团队由受众群的角度探讨
设计思维和方法维度，芬兰观众的特点和
需求。芬兰传统中鲜有封建君主传统，所
以对经典的认知与中国乃至西欧都不同，
皇室精品他们可以欣赏喜欢却很难造成
共鸣。但他们因为没有封建传统的束缚，
因而做事大胆也勤于思考，习惯以自己的
认知建立好恶观。给这样的观众一个层次
丰富的展览可能比线条单一的展览更有
可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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