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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不仅仅是美学的表达，更是服务

社会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中国设计

经历了快速而深刻的发展变革，设计师们

以“大设计”视野、创新的思维与手段，深

度参与社会发展，积极发挥设计在助力生

态文明建设、乡村全面振兴、非物质文化

遗产活化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形成了一批

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经验和理论。在近

些年举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设计

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设计智造与高质

量发展特展等展览中，许多优秀成果集中

反映了平面设计、工业设计、环境设计、建

筑设计、服装设计等领域的新趋势、新思

考，也为未来设计高质量发展提供启示。

厚植家国情怀
回应民生关切

国家重大战略所向、产业转型升级所

需、经济社会发展所急，是当代中国设计

实践的主攻方向。

近年来，在国家各类高水平主场外交

活动、重大庆典等场合，设计发挥重要作

用，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窗。比如，

G20 杭州峰会、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主场外交活动

中，一系列视觉形象设计在宏大主题中寻

找恰当切口，以庄重而不失活力的艺术表

达，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

值观念。在第十四届全国美展上，马赛团

队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典

天安门广场“红飘带”设计》一经亮相，便

引起关注。两条大气、飞扬的红飘带如劳

动人民的双手，环抱整个广场，成为庆典

独有的记忆符号。

当前，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

型支柱产业在我国快速崛起，拓展了设计

新空间。许多设计师敏锐捕捉这一趋势，

深度参与高端装备、智能家居、新能源等

产业发展。大到“复兴号”高铁，小到智能

厨电等，设计师们在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的

同时努力自主创新。对前瞻性、创新性的

倡导，也贯穿于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工业设

计类作品，像《真空管磁悬浮超导电动航

行器设计》《平流层无人巡航应急响应系

统设计》等作品，既关注前沿课题，也强调

体现设计的美学品质。这些以产业化为

前提的产品开发和服务设计，尽管还不能

量产，但对当下和未来产业界具有启发

作用。

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和乡村全面振兴，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也是近些年设计领域

的一大亮点。特别是在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过程中，中国设计师摸索出的经验，在

国外任何一本设计史论或设计教程里都

很难找到相同的答案。例如，中央美术学

院的服务“乡村振兴”行动计划、中国美术

学院“以乡土为学院”的艺术实践教学体

系、湖南大学的“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

项目等，都是设计紧贴乡村生产生活、立

足具体情境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驱动力

的积极探索。

新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推动

着设计更新；设计师对人们潜在需求的洞

察和满足，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许

多富有创新性的理念和产品，体现了当代

设计师致力于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自觉

追求。以李婧雯、安鑫设计的《智能移动

充电机器人》为例，作品直面新能源汽车

日益增长的充电需求，通过绿色设计为车

主提供“一键召唤，随叫随到”的便捷、智

能充电服务；周舒团队作品《家书》则重点

思考了如何改变社区服务产品的同质化

供给，并通过服务设计重塑家庭不同代际

的交互方式。这些作品蕴含着人文关怀，

彰显着创新创造活力。

深耕科艺融合
聚力协同创新

设计，是融技术与艺术、科技与人文

等于一体的学科。在新版《研究生教育学

科专业目录》中，“设计学”被列入新增的

第十四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这意味

着多学科交叉协同成为未来设计发展的

重要趋势。

新技术、新材料的出现，改变了设计

的创作方式与应用场景，促进了设计语

言、形式、风格的更新。交叉协同、跨域融

合的设计实践，不断拓展艺术边界，创新

呈现创作者的思考。例如，获第十四届全

国美展铜奖的谢梦荻服装设计《风生水

起》，运用了织物 3D 打印技术，充满流动

感与自然意味的视觉效果、科技思维与材

料工艺相融的创新探索，最终完成具有未

来感的时尚文化理念创建。在更多设计

实践中，智能化的工具与方法得到广泛运

用。人机协同的设计模式、迅速迭代的设

计流程，极大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与质

量。在一些设计创作平台，已经可以通过

AI 算法快速匹配设计需求，或辅助设计者

训练风格化模型。科技的日新月异也为

设计教育带来新思考，即设计学科建设需

要保持对前沿技术的关注，更应注重对人

才的眼界、思维与综合素养的培育。

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与设

计的融合，进一步带来混合媒介、感知交

互、多维体验等设计形态与表达的拓展。

基于这一趋势，“信息与交互设计”首次被

纳入第十四届全国美展艺术设计展区。

在许多作品中，设计作为一种综合手段，

被用于优化用户体验、完善信息传达、增

进情感沟通等，用户与设计的关系被重新

定 义 。 譬 如 ，曾 真 团 队 作 品《智·书·竹

——基于生成式 AI 的汉字书写交互体验

设计》，引导观众现场书写古诗文，并运用

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其转变为屏幕上摇曳

的水墨竹叶。虚实混合的交互方式不仅

为观众带来有趣的书写体验，也艺术地呈

现了书画同源的东方美学。设计的跨域

跨界协作，不再只是停留在视觉艺术层

面，更在创造生活新方式、满足文化新需

求方面不断拓进。

弘扬传统文化
彰显中华美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设计的根

基，亦是设计师们不断创新的灵感源泉。

近些年，越来越多设计师深入历史

长河，重新发现、认识传统，将传统

文化因子融入现代设计，中国风、

新中式等设计风格得到更多认

可，民族设计品牌逐渐增多。

在 设 计 中 融 入 传 统 造 物 智

慧，强化民族性、地域性特征，推动传

统工艺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成为许多设计师的创作自觉。第十

四届全国美展作品、张明团队的《格物鼎

新——中国传统造物方式的当代转译》，

将中国传统造物理念与现代技术、材料、

智能算法融合，使传统文化内涵融入产品

外部设计，阐释了创作

团队的目标——以新型

设计文化的理论体系构

建现代化设计价值和思

维方式。平面设计《榆林

豆腐坊》等作品，则以图案和

色 彩 的 运 用 创 新 诠 释 传 统 工

艺，体现了设计在推动文化产业方

面的重要作用。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为原创

设计提供有力支撑。中华美学对托物言

志、寓理于情，言简意赅、凝练节制，形神

兼备、意境深远的精神追求，为现代设计

创新指明路径，许多设计师在这方面持

续深耕。入选第十四届全国美展的环境

设计《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在“以

非遗体现非遗，以非遗表现非遗”的实践

中，提炼典型文化元素，并以现代设计语

言 进 行 重 新 整 合 ，观 众 一 迈 入 场 馆 ，便

可 感 受 到 传 统 美 学 韵 味 与 本 土 文 化 气

息。不止于此，许多领域的设计实践都

自觉回溯传统文脉，不仅为设计注入新

活力，更以美的表达唤起人们的文化归

属感。

植根传统的现代设计，为塑造更多为

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带来契机。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以其憨态可

掬的形象，向世界传递和平、友谊和温暖，

留下一段段外交佳话，成就了“一墩难求”

“一人一墩”等热词。杭州亚运会视觉形

象设计、体育图标系统设计、城市家具设

计等，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与城市

文化、体育文化等融会贯通，并以现代设

计语言传递深厚文化内涵。许多文创设

计，如《敦煌有礼系列文创包装设计》等，

也更加注重体现中华文化特征、设计美学

特征、传统工艺特征，其实质也是一种美

学升华，从细节处彰显中国风格与中国

气派。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为设计开辟新

领域、新场景。这也意味着，设计界要更

加注重在现实场景解决设计问题，注重对

中华文化的思考，总结更多具有中国特色

的智慧、经验和方案，淬炼锻造更多优秀

“中国设计”。

（作者为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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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设计：蔡华伟

▲工业设计《平流层无人巡航应急

响应系统设计》，作者倪涛、李扬帆、田

园、戴杞杭。

◀平面设计《榆林豆腐坊》，作者李

琳岚、麻佳玉。

火，对人类而言，既是文明的

象征，也是潜在的危险。在我国，

“消防”自古以来都备受重视，古称

“火政”，不仅在文献中可见，在美

术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

梁“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

卓望”。在《清明上河图》中，北宋

画家张择端便如实记录了望火楼、

护城河等消防设施。北宋赵佶《瑞

鹤图》则清晰描绘了宫殿正脊两端

用以避雷火的鸱吻。尽管这种装

置的作用有限，但仍体现出古人

“防患于未然”的智慧。

文脉绵延。新时代消防员形

象、消防员群体蕴含的英雄精神、

消防救援工作的新风貌等，成为美

术创作中的主角。第三十三个全

国消防日之际，纵览消防题材美术

创作，总结其中成果和经验，有助

于为主题性美术创作拓宽空间。

艺术的丰盈离不开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

全社会敬仰英雄、学习英雄蔚然成

风。美术工作者积极行动，走近消

防员群体，通过创作弘扬英雄精

神。中国美术馆举办“为新时代人

物 塑 像 ”119 全 国 消 防 日 专 场 活

动，邀请雕塑家为优秀消防员代表

塑像；中国国家画院等单位合作开

展“劳动者最美——‘为人民而作’

大型系列写生活动”，多次组织美

术工作者走进消防救援站采风；北

京美术家协会动员美术工作者为

消 防 员 画 像 并 举 办 写 生 作 品 展

……一线视角为美术工作者带来

不同于以往的创作体验。比如，于

文江、李晓柱、王辅民等赴北京市

海淀区双榆树消防救援站写生时，

正好赶上消防员出警。“太快了！

很有安全感”成为大家共同的感

受。这种感受诉诸笔端，塑造了一

个个鲜活的消防英雄形象。

消防员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

难的动人瞬间，令无数人热泪盈

眶，激发了美术工作者的创作热

情。黄艺博中国画《争分夺秒》着

力表现消防员冲锋在前的担当。

作品寄“书写性”于工笔重彩，在人

物衣纹的勾勒以及消防器物表面

肌理的皴染中，施以骨法用笔，强

化情感表达。邵昱皓水彩画《烈火

雄心——中国消防力量》捕捉消防

员抵达救援现场即将展开工作的

瞬间。画中人物英姿飒爽、神情严

肃果敢，群像如高山巨石，轮廓参

差、节奏铿锵，凸显坚定稳固不可

撼动的力量感。沈晓明中国画《曦

风》则表现扑灭大火后，消防员就

地休整、以备再战的场景，充满人

文关怀。在近年举办的全国美术

作品展览、“国之颂”展览等大展

中，亦涌现不少消防题材佳作。这

些作品通过多元的场景刻画、质朴

的人物形象塑造，展现消防员义无

反顾的坚强意志、舍生忘死的牺牲

精神，使人物画创作具有浓郁的时

代气息。

有组织的写生采风、有情怀的

艺术构思为消防题材创作筑牢根

基，进一步增强了美术工作者紧随

时代生活、发掘典型人物的自觉意

识。比如，许多美术工作者围绕

2022 年重庆市北碚区等地森林火

灾救援行动展开创作，以作品致敬

奋战在一线的平凡英雄。焦兴涛、

李震、尹代波、廖登海合作的雕塑

《缙云之巅》便是其中一件。作品

呈昂扬向上之势，消防员手持水枪

冲锋、摩托车骑手全力运输物资、

志愿者自发搬运物资……情节的

连续性强化了群像的方向感，全景

延展式的构图重塑一个个让人心

生敬意的瞬间。陆瑶版画《底线上

的战役》同样聚焦此次山火扑救。

画面中部，消防员和群众共同组成

的主体形象呈金字塔式，充满向上

的张力；顶部，火线汹汹横贯画面，

直压向下，纵横对峙间，创作者刀

劈斧凿出无数星星点点，那是消防

员与人民群众共同铸起的“人墙”

之光，更是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

之光。

精神感召，英雄辈出。消防救

援事业发展的蓬勃活力，在美术作

品中涌动。翁凯旋油画《战“火”

——新时代的 00 后》、李佳欣中国

画《90 消防员》等作品，着力刻画

年轻一代消防员传承“赴汤蹈火”

誓言的形象，展现英雄精神代代相

传。徐正欣中国画《小小消防员》

则通过描绘孩子们体验当消防员

的场景，表现了消防教育这一主

题。对主题内容的开掘与内涵的

深化，反映了美术工作者对消防题

材的长期关注与思考，为主题性美

术创作注入新活力。

美术工作者根植时代沃土，在

突出主题性美术创作写实性、叙事

性的同时，也于造型手段、艺术样

式、风格特征等方面积极探索，寻

求突破。李玉旺中国画《使命》，借

鉴中国传统工笔重彩和壁画的语

言元素，表现英雄屹立如山的气

概；隋荣钰中国画《火线》全幅仅以

黑白设色，传统的“墨分五色”在当

代题材中再添新韵 ；焦兴涛雕塑

《烈焰青春》，使用柏木这一传统材

料，通过专业的木雕刀法、中国传

统的髹漆工艺，以丰碑式单体肖像

形式、从“大写的人”的角度入手，

塑造平凡、真实而伟岸的形象。

近年来，不只消防题材美术创

作十分火热，与消防救援相关的文

学作品、电影、电视剧等文艺创作

也受到关注。在繁花竞放中如何

展现美术的独特优势？能否从其

他艺术门类中汲取消防题材创作

的有益经验？这些都有待美术工

作者进一步探索。

（作者为中国国家画院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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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缙云之巅》，作者焦兴涛、李震、尹代波、廖登海。

▶
环
境
设
计
《
浙
江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馆
》
，作
者
郭
艺
、祝
汉
明
、

黄
欢
、赖
雪
芳
、韩
萌
、邵
晨
卉
、郑
凯
琛
、张
晓
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