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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无情，设计有爱 ! 陈琳

听到九寨沟地震的消息，设计师杨明洁坐不
住了，他开始尝试在脑海中构思并寻找新材料，
以帮助那些遭受灾害的当地居民尽快回归原来
的生活轨道。彼时，在四川雅安发生强烈地震后，
他就曾带着一支团队从上海奔赴现场，为当地居
民搭建临时住所出谋划策。

事实上，急他人之所急，敢于扛起社会责任
的设计师不在少数。他们所作所为不再只是锦上
添花。当地震、洪水、海啸这些“不速之客”意外来
袭，这些设计师用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不俗的创
意，打造出了一批新颖的赈灾设计。

! ! ! !雪中送炭、汗中送扇。小到一支饮水管，
大到能容纳数人的简易住宅，这些设计平时
看起来其貌不扬，但在危机关头，它们却绽放
出夺目的人性光辉，向受灾的人们及时伸出
温暖的援手，增加生的希望，安抚惊慌无助的
情绪。

特殊时刻，给予人们特殊的关怀，赈灾设
计犹如设计界的一股“泥石流”，虽不闪耀夺
目，却已深入人心。

雪中送炭!功能胜于颜值

第一次在米兰设计周上的卫星展（!"!
#$%& !"'&##('&）上见到瑞士设计师艾德瑞斯·
格洛（)*++(, -""#$.#）和赛瑞尔·凡登（/0+(##&
1&+*$%）的系列作品“超级救援”（!.2&+#(3&）
时，很多人的感觉仅仅是好玩。

4$.5$% 笔筒、6#(7& 应急口哨、8#"9:$.'
落地灯和 ;&*.,&的小圆毯，看似平庸无奇，
其实暗藏玄机，类似于蛰伏的“变形金刚”。当
无情水火刺激着人们纤弱的神经的时候，和
那些花里胡哨的设计相比，“超级救援”不止
好玩，而是第一时间化身“诺亚方舟”。

充当沙发脚垫的 ;&*.,&很是稀松平常，
当洪水来临时，具备自动充气功能的它，却可
能在滚滚洪流中承托起生的希望。遇到强烈
地震，8#"9:$.'落地灯在折断之后，拆掉灯罩，
可以充当应急手电筒，成为灾难过后等待救
援的人们手中和心中的明灯。

作为蛰伏在办公室的自救利器，4$.5$%
笔筒、6#(7&应急口哨会让人联想起周星驰电
影《食神》中“好折凳”的桥段。当人们困于烟
雾弥漫的密闭空间，随手拿起笔筒倒扣在脸
上，底部隐藏的活性炭就会发挥作用，使其成
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简易防毒面具。要知道在
火灾现场，最大的伤害恰恰来自呛人的浓烟。
在设计 6#(7&应急口哨时，两位设计师选用了
鲜艳的颜色，让人很容易在危急关头注意到
它的存在。然而，关于哨子该放在什么位置，
两人有了分歧。“我们走访了亲历过灾难的人
和现场救援专家。”艾德瑞斯坦言，这些人对
赈灾设计要求简单却也严苛———触手可及，
简单实用。除非经过反复操练，很少有人能在
灾难来临之前做好充足准备，惊慌失措之下
通常只能随手拿救命稻草。得到了这些宝贵
经验，他们决定把这种带有定位功能的应急
哨粘在桌面背部。“当人们真正需要它时，它
就在那里，很醒目。”

在设计特殊的赈灾自救装备上，日本设
计师山中一宏也颇有心得。除了唾手可得、简
单醒目之外，设计装备还要不断做减法，直到

减无可减为止。其代表作“只是一弯纸月亮”
也是为人们震后应急而设计的。经过特殊切
口处理的纸片配上两粒纽扣电池，裹起特制
的 <)=灯泡就能当做纸手电使用，这种纸手
电平时的储存也相当简便。一个纸箱子放置
灯泡，另一个纸箱子放置电池和纸张，震后断
电之时，两个纸箱子就能解决几百人的临时
照明需求。

不止是在米兰国际设计周上，在红点奖
获奖名单，以及外媒所列举的年度发明大奖
名单中，你都不难找到暖心的赈灾设计的踪
影。可以作为震中临时掩体的可拆卸上下折
叠门、能收缩到背包之中的轻型担架、带有坐
垫的改良型救生圈，抑或是有着水蝇一般大
长腿的浮动救生艇，更多新颖的赈灾设计概
念还在源源不断地从设计师的笔下产生。

一方面，作为设计的新兴门类，赈灾设计
日益受到重视。但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创意和
概念付诸实施，却需要经过多方验证。至少，
它们中的大部分还需要经过易用性和简易性
的改进。

事实上，成功的赈灾设计都有共通之处。
被 />>、88/评为某年度最佳发明的“生命吸
管”就是一款简单至极的设计。但其内置的过
滤器却有着强大的筛滤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的
功能，循环使用可过滤 ?@@升水，是灾后人们
解决饮水问题的“救命稻草”，在亚马逊上销
量不俗。
具有丰富产品开发经验的佐藤大和 >&*$

团队，考虑得则更加系统周密。其紧急救援包
;A>A;B6A=，就是一个极为紧凑，可以供人挎
背的金属圆筒。盖子是一只哨子，上半部分是
一台兼有 C!8口和手摇充电功能的无线电收
音机，中间部分是一件压缩的雨衣，第三段金
属管里藏着伸缩照明灯，可以用无线电来充
电使用。剩下的是用锡纸包装的饮用水，以及
一个用于放置剪刀、药盒的收纳部分。

按照 >&*$设计师的解释，这些功能是他
们做了大量调研之后才确定的，为的就是确
保每一个部分都能发挥最大的救援作用。当

然，本就擅长为设计做减法的 >&*$，在设计
紧急救援包时延续其一贯简约、冷静的风格。
;A>A;B6A= 因此成为了少数兼具美学风格
和救援功能的赈灾设计标杆。

除了抚慰!还要赋予尊严

“抚慰人心，给予受灾人群尊严，是赈灾
设计的终极目标。”杨明洁坦言，成功应对紧
急情况之后，灾后的居住就成了大问题。在这
方面，不止是要考虑让设计唾手可得、简单耐
用了。在特殊的条件下，尽可能改善他们的生
活成为设计师的另一项重任。

在雅安，杨明洁发现，当地居民自救能力
较强，会自发搜集废弃材料搭建居所，民政局
也提供了充足的帐篷。但帐篷毕竟不能给予
居民“家”的感觉。于是，杨明洁借鉴了军用帐
篷的构造，以轻钢结构替代传统帐篷，降低临
时居所搭建难度。他还以帐篷的形式设立了
儿童活动中心。明艳的颜色和童话式的外形，
有助于弥合地震给孩子幼小心灵造成的创
伤。

在这方面，可圈可点的例子其实不在少
数。坂茂之所以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正是因
为他以纸筒作为主要材料，迅速在各地为震
后的人们搭建起身体和心灵的庇护所。德国
曼努埃尔·赫尔茨（;"%.&# D&+'E）事务所，在
撒哈拉沙漠西部搭建的“泥土帐篷”则仿照当
地游牧民族的传统居所，试图在环保可持续
的材料应用基础上为灾民营造家的温馨感。
有荷兰、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建筑师创
立的“社会建筑师”（6+9F('&9', 3$+ !$9(&'0）团
体也曾用钢材和泡沫结构绝缘板构建过一种
可迅速搭建的“六角屋”模型，旨在让受灾的
人们在一起共同居住、相互扶持，而受到国际
社会的广泛关注。

宜家救灾住房的设计也颇有口碑。这种
成本低廉的临时住房，经过普通人 G小时手
工搭建就能完成。H?IJ平方米的轻钢结构住
房可供 J人居住 HK年。隔热材“墙体”和屋顶

的太阳能电子板能储存能量，为室内照明供
电，满足人们的日常基本需求。因为大大提高
了灾民的生活水平，宜家的救灾住房屡屡获
奖。但在 K@HJ年，苏黎世政府退回了向宜家
订购的 LK个救灾房，因为“设计没有满足瑞
士的消防规定”。
“要设计兼具心理暗示和安抚功能，又成

本低廉、唾手可得、简单耐用的赈灾建筑，并
不是一件光凭热情和悲悯之心就能做好的事
情。很多情况下，它的难度远比商业建筑设计
要高得多。”建筑师赵扬曾经参与到了由日本
建筑师伊东丰雄发起的“共有家园”设计项目
之中。伊东丰雄发起该项目，不只为了探索建
筑的新可能，而是尝试用有温度的赈灾设计
缓解人们在灾后普遍出现的“灾后综合征”
“孤独死”等精神问题。

虽有准则在前，但在海边建起简易小屋，
可供赵扬参照的案例和经验却着实不多。“每
个赈灾的临时居住项目都有其特殊性，”而这
位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哈佛的建筑师，要面
对的还有当地居民的不信任等各种复杂的心
理因素。
赵扬在听取各方意见后拿出的 ?稿模型，

都让导师妹岛和世皱眉头。不只是对当地居民
的捕鱼和交易场景熟稔，连当地人脱鞋进屋的
习惯都被赵扬仔细考虑到了，但妹岛和世却认
为还有地方不可取。并没有强迫他修改方案，
妹岛和世将一条看似感性却相当宝贵的经验
传授给赵扬：“我不会真正关心建筑应该是什
么模样，而是人们在其中的感觉。”

再度仔细观察，赵扬发现当地渔民其实
进屋并不脱鞋，所谓的两层茶楼并不适合工
作忙碌的他们。终于，他从百年之前描绘印度
安人居住在帐篷中的画作中找到了灵感。“印
第安人的帐篷具有天然的向心聚合力，一点
天光悠然洒下，帐篷里没有中心位置，每个人
都能够平等交流。”事实上，这恰好符合灾后
当地渔民一边继续忙于生计，一边在短暂的
闲暇时简单坐着一起聊一聊，相互安抚的心
理需求。而他选取的以混凝土包围钢结构的
建筑材料，在很长时间完全可以抵御海水和
海风的腐蚀。就在那次和当地居民讨论的过
程中，不用妹岛和世在一旁翻译，当地居民居
然以沉默的方式全票通过了赵扬的方案。

用赵扬的话来说，这可能是他目前设计
生涯中遇到的最困难的项目。但它帮助年轻
的设计师缕清了思路———设计是什么，设计
师为谁而设计，设计又为何而生。赵扬由此得
出了他的经验，运用设计语言在特殊时刻给
予人们所需要的特殊关照，不炫技的真诚是
一把万能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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