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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

    近年来，设计创意产业迎来了快速增长

的历史性机遇。不只是每年一度的上海设计
周、中国国际家具展等展览如火如荼，观众数

量和交易额节节攀升，设计上海、米兰家具展
等“洋”展览也纷纷抢滩中国市场前沿阵地。

今年的进博会上，中国原创设计也走上台前，
成为世界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设计是创新经济时代的竞争手段，在国

家战略的宏观层面，它能够提升国家形象，得

到尊重的设计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而
在微观的个人层面，强化设计者的使命感与

责任感，摒弃消费主义的产品设计观，提倡生
态主义的环境设计观，确立符合国家发展战

略的可持续设计观念，也为提升生活幸福指
数打下了坚实基础。

2020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城市
微更新将续写老社区公共空间的新美学，上

海出品的文旅设计三大基因将得以进一步
强化，以上海智慧哺育各地非遗工艺，使其

重返日常生活的故事仍会层出不穷，而且舞

台将会更大，追梦人将以正确的姿势完成对
小家的梦想改造，这些都将是 2020年设计

创业行业发生的动人故事。

城市微更新重塑老社区
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主要空间，社区

功能是否完备、环境是否优越直接影响居民

的生活品质。在存量发展时期，精细化的社
区规划成为了各地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上

海正在持续探索如何“像绣花一样精细”地

提升城市管理能级。2019年，本报国家艺术
杂志报道过一批上海优秀的老社区微更新

案例，设计师群策群力，用小成本和“四两拨
千斤”的设计手法，通过打造诸如自动化垃

圾房，带有落地窗的小清新活动室，充满热
情味的楼道、屋顶这些细节，使得老社区在

很大程度上面貌焕然一新，也改善了居民的

社交生活。
事实上，这也催生了一种新的职业———

社区规划师，用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徐磊青

的话来说，就是：“社区规划师面对的改造空
间通常很狭小，但那些空间连接的人很具

体，改造一张椅子、一个亭子，服务的是周边
人群。但如果规划设计足够用心、足够好，就

能辐射周边，把周边的人也吸引到这里活
动，是在创造连接。”

上海市中心城区老旧小区为数不少，其
公共空间往往因年久失修失去承载社区公

共活动的能力。城市改造不能只着眼于大拆
大建，细节的微更新更能让老小区提升品

质。从专业角度来看，社区规划师的诞生不

是一阵风，而是和社区生活有着紧密的联
系，让学习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士回归到社区

中，通过专业的介入让社区生活重新焕发活
力，这是挑战，也是未来城市的缔造者、设计

师们努力的方向。

文旅创意凸显三大基因
最近，故宫建成 600周年的消息刷了

屏，气势恢宏、宫殿巍峨的紫禁城不再是影

视剧中只可远观的场景，因为一款款爆款文

创产品设计，古老的建筑和它所承载的厚重
历史也变得格外亲切有趣。

故宫文创让人们看到了文旅产品创新
设计的巨大社会能量。实际上，近几年来，上

海在开发具有这座城市基因的文旅创意产
品，锻造富有上海本土特色的文创“新网红”

方面已经找到突破口，并且不遗余力。

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全力打
响“上海文化”品牌 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

市三年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上海的三大文
化基因———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

近年来，基于三大文化基因推出的文旅
产品在销量和口碑上赢得了双丰收。中共一

大会址纪念馆以跨界新理念引入手绘创意，
打造出还原一大会址场景的手账，爆款设计

本身包含了纪念先烈、提醒现代人不忘初心
的本意，就受到各界好评。

而上海博物馆作为文创衍生品设计研
发的重镇，也根据上海文化基因中的江南文

化打出了一手好牌。董其昌书画大展的各种
衍生品热卖，就是其中的典型。而主动应对

消费升级与城市更新趋势，启动调改升级,

提升“豫园故里”，重塑“豫园漫步”，打造“空

中豫园”的豫园商城也在积极开发文创项
目，在 2019年联合设计专业院校打造了一

批摩登风情的文旅产品。
实际上，文旅产品创新设计也不是一窝

蜂的潮流，而是持续渐进的过程，2019年的
这些网红爆款不过是开了一个头，唤醒了这

座城市在文旅产品设计上的创新活力。在
2020年，更多包含吃穿用行，带着上海文化

三大基因的优秀文创产品，势必将源源不断
出现在人们面前。

非遗再造体现时代温度
2019年第二届进博会上，“非物质文化

遗产暨中华老字号”展区无疑是最热门的打

卡地之一。朵云轩木版水印、“七宝皮影”、嘉

定徐行草编等一批本土非遗作品纷纷亮相。
不仅如此，上海作为国际设计之都，设计师

和高校教师承担着“智慧大脑”的责任，在非
遗创新设计，使其重新回归日常生活方面做

出了重要贡献。
之前，由歌手朱哲琴发起的“世界看见”

老手艺再造创新项目中，参与者有不少就是

从上海成长起来的本土设计师。
另外，上海的高校研培计划吸引了全国

各地的非遗传承人和传承人群前来学习，包
括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同济大学一批高

校教师，联手设计师分析这些非遗手艺的基
因和亮点，从而找出其创新再造的突破口。

如今，像四川阿坝、贵州六盘水等地的
非遗手艺人都在上海找到匹配的设计师。就

在去年进博会上，在上海相关高校的撮合
下，贵州藤编技艺还与上海的知名老品牌凤

凰牌自行车进行了合作，手艺人为凤凰自行

车量身定制了前车篮和书报架，不仅登上了
第二届进博会的大舞台，并且获得了 100件

藤编产品的订单。
这些都是上海各路创意设计人才和相

关平台多年深耕非遗再造创新的结果。当越

来越多的产品需要进行包装和文化内涵提

升时，这些带着时代温度的非遗再造创新设
计将大有可为，更广阔的舞台正等待着上海

创意的厚积薄发。

追梦人改造“梦想之家”

数年前，一部《梦想改造家》设计真人秀
唤起了大众对蜗居设计再造的兴趣。上海还

存在不少老旧社区亟待改造，不少人对建设
自己的小家怀有梦想，而真人秀作为样板，将

他们隐藏在心底的这份梦想牵引了出来。
只不过，彼时，人们对“梦想之家”的认

识还有待提升。据一些网友反馈，梦想改造

家中的一些改造项目，彼时看是非常成功，

但之后因为种种因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使
用。这和当时人们对改造设计的理念还不完
善有关系。

这几年，随着断舍离、收纳整理等观念
的深入人心，不少年轻人已经重新树立起梦

想之家的理念。在一些家居设计专业媒体
上，类似于“小家越住越大”的真实案例屡见

不鲜。而来自日本的“断舍离”，经过本土的
改造，产生了中华整理术等更贴近上海市民

现实生活的整理、设计方式。一位刚毕业租
房的大学生，凭借不俗的收纳整理技巧，颇

有真知灼见的审美观，自己动手，在小小的

出租房内就营造出了温馨的家，在美学教育
逐渐渗透下沉的时代，并不是天方夜谭。

人人都可以成为创新创意的设计师，随着物
欲和消费主义的退色，更多人也认识到平平

淡淡亦是真，家不在大，也不在于多光鲜、紧
跟潮流步伐，平凡、好用、价廉物美的设计也

是不错的选择。上海人一向的精打细算终于
再次有了用武之地。

2020年，也有更多人愿意为好设计埋

单，也为平淡的幸福生活用心经营。

2020 年上海创意设计指南

高度展现大格局，细节体现生活美
◆ 琳 恩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当
人们对生活品质高度关注的当下，设
计应当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被誉为“中国
工业设计之父”的柳冠中给出的回答
是，应该把设计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来看，他言辞犀利地批评了“一切向
钱看”的浮躁之风，指出设计的终极
指向，在于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引导
人们过上幸福生活。

上海是海纳百川的国际大都市，
也是勇于创新的国际设计之都。
2019 年上海的设计创意产业发展创
下佳绩，体现了高度和大格局。从高
度上展现国家战略、城市发展大格
局，在细节上体现绣花针功夫和生活
之美，2020 上海的设计创意还将带
给我们哪些期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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