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在设计创意发展过程中!

土耳其也走过弯路!而正是这一波

三折让他们明白!急于求成和照搬

模仿无益于艺术产生"

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土耳其的设计
创意也走过不少的弯路。众所周知，土耳其是
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这个地跨欧亚的国家工业
化的步伐还未走得齐整利索，又被来势更加迅
猛的后工业化浪潮挟裹着前行。用欧沃尔的话
来描述就是“原先，土耳其政府实行保护主义，
土耳其的公司看到世界上好的作品，国内又需
要，就进行翻造，这些公司受到政府很好的保
护；另一类是购买许可，这辆酷似拉达的车自
!"#$年引入后，就开始在土耳其制造，现在还
在销售。”欧沃尔强调，这种国内保护主义对设
计行业的影响是很大的。
上世纪 %&年代以来，设计创意在世界上

大行其道。土耳其决心赶上这波世界潮，热血
而心急的政府重金引来世界著名的创意大腕，
为土耳其的设计之路把关、指点，甚至挥刀上
阵设计产品。可是，最后的成果往往是叫好不
叫座，土耳其国民不买账，说“看不懂”、“太贵
了”、“不合我们的习俗”等等；“日本的设计经
验值得学习”……欧沃尔认为，北欧人认为设
计是生活的组成部分，美国人把它当作赚钱的
工具，日本人则认为设计是民族生存的手段。
日本一方面以模数化、小型化、标准化、多

功能化批量生产出大量价格低廉的国际主义
风格产品，风靡世界；另一方面，大力鼓励本土
设计创意人士研磨民族习俗、生活中简朴、简
约、安静的传统，设计出这个民族特有的物品。
比如他们把套在木桶外面的箍夸张加大，让它
既是功能构件又是装饰构件，称之为“装饰性
的使用结构部件”；再者，设计界都和企业紧紧
联手，从创意设计到加工制造零距离。这些都
让日本的衣食住行创意设计既严肃又怪诞，既
简朴，也繁复；既有楚楚动人的抽象一面，又有
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作品中常常浸润着静、
虚、空灵的奇特意蕴。

!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艺术

如果少了生活和历史的沁浸!又如

何让人喜爱# 到双年展看看!就会

发现那里聚集了土耳其独有的创

意宝藏"

于是，作为双年展的主席，在伊斯坦布尔
文化艺术基金会工作的欧沃尔和她的同事们
把眼光投到民间。

大家都知道，今日土耳其曾是古代的奥斯
曼帝国，帝国创造的灿烂文明至今让人津津乐
道。体现在工艺品上，像传统玻璃制品，说不定
你家就有一件土耳其的郁金香花瓶、玫瑰露
瓶、糖罐，还有充满奥斯曼风情的瓷器品，纯手
工地毯到奢华的金银器那就不用说了，古老的
皮鞋制作工艺、木质雕刻，无一不呈现出土耳
其悠久魅力。
就说土耳其纯手工地毯吧，编织地毯的毛

线是手工搓出来的，染料是野生植物榨得的汁
液，那些颜色鲜艳、构图精致巧妙的地毯，在土
耳其的博物馆里都是常见的，它们有的已有六
七百年的历史，今天看上去依然光鲜照人；海
泡石是土耳其埃斯基谢希尔市'()*+),-+./特有
的矿石，世界仅有，仅产于埃市周围地下 0&&

米处，石头呈白色或浅黄色，包块状，表面有白
色条纹。由于其色泽光白、质地轻软且有一定
硬度，自古以来土耳其的能工巧匠多以海泡石
为原料，精雕细琢成国际象棋、人物雕像和烟
斗等工艺品。海泡石做成的烟斗，抗火烧，且对
烟草有天然过滤作用；并随着天长日久，物件
会渐变为黄褐色，收藏价值也高。
还有黄铜器皿，猫儿眼，木制的乐器、容

器、家具等等，很多很多。“令人高兴的是，在土
耳其这样的民间艺人还很多，他们一代代传承
着各种工艺。”欧沃尔很自豪地介绍，“土耳其
设计想跟别人不同，很可能就要依赖于这些传
统的生产方法，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发现、发掘
并光大这些世代传承的创意设计。”

! 加拉太希腊小学的这场设

计盛宴首先基于对本土传统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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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创意都无法使伊斯坦布

尔成为创意之都"

欧沃尔曾多次表达，设计是与每个人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不是生活中的奢侈品。所
以，今年他们选择将加拉太希腊小学变成了收
纳世界设计精英的大课堂，这个课堂里装满了
政府官员、行业组织、创意者、教育，他们一起
烹制出“创意设计”这道大餐。欧沃尔说：“土耳
其发展局、专利局是创意设计国家战略的全力
推动者；行业组织就是创意的经络和血脉，创
意设计者是活力的基本单元———细胞，而教育
则是创意设计可持续的源源动力。”
当我置身展会现场，就被土耳其风情包围

了。传统的土耳其地毯，其设计方法最大特点
就是“双结法”，其中的“土耳其结”在一厘米见
方的毯面上就织出 0$12&个对称的线结。看着
艺人们一丝一线地穿梭编织，我的眼都看直

了；再看看织好的地毯，那样的大气绚丽，真不
可思议！还有更不可思议的，真丝编织的土耳
其地毯，图案以花草为主，土耳其国花郁金香
也是永恒的主题，这种真丝地毯采用的是“森
纳”结扣法，编织艺人告诉我们，这种方法能更
好地表现花、枝等纹样的基本造型。真丝地毯
的一丝一线极其纤细，但森纳法织出的花草造
型却热烈而夸张，加上变化多端的几何纹理，
整张地毯看上去色调高雅，贵气十足。你想知
道具体织法？不妨到土耳其感受一下。
还有一种普遍流行于土耳其加齐安泰普、

卡赫拉曼马腊斯、迪亚尔巴克尔和穆拉等城市
里的铜器制作模式，人们仍然用传统方式制作
各种铜器。土耳其红铜器皿的盛名可不是浪得
虚名的，就说他们的红铜镀金制作法：将黄金熔
化之后涂在红铜器皿表面，使金液渗入铜器细
孔，这样制成的器皿呈现出精致的温暖色调。
作为双年展的主要场地，这栋改造后的小

学校内展品涵盖了城市、建筑、工业、平面、时
尚以及新媒体等多项设计领域，吸引了世界上
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设计师前来献艺。但更让
我们流连忘返的是设计师、教师、行业组织的
人们围在大方桌前，讨论创意方案，制作创意
作品，面对满桌五颜六色的物件沉思，他们或
者全神贯注地观看，或者正往白纸上填黄色薄
片（作品似乎是树叶，中间空出一个白白的长
方形）。欧沃尔告诉我们，许多民间的智慧都是
在这里被升华、精致、定型而后成为土耳其的
国家符号的。

欧沃尔说，作为艺术基金会的成员，自己
的使命就是“发现并由艺术角度进行设计和创
意，同时整合四种力量，让伊斯坦布尔成为真
正横跨欧亚的创意之都”。!本刊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 "月 #$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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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离不开对生活的发现" 在这一

点上!草根艺术有更大的优势"

这是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告诉我们

的" 走过弯路之后!土耳其人明白了!要

让世界记住你! 而你又没有伦敦那样的

先发优势!怎么办# 那就试着向民间要智

慧" 奥斯曼帝国当年地跨欧亚非!创造了

辉煌的文明!虽然!帝国今已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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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可喜的是!民间艺人在土耳其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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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高! 而许多原本藏于民间的工艺和绝

活却因为找不到传人而失落!而湮没了"

和土耳其一样的是! 我们的创意设计起

步也晚$虽晚了!但我们还有传统的历史

优势!将传统艺术利用好了!自然就有了

%中国声音&"

何谓中国声音# 中国民间积淀了代

代相传数百年'数千年的工艺作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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