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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锻造设计的苏州样本

记者：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和产业之都，苏州有哪些设计
能量和优势？该如何运用这些
能量与优势去助力城市更新，

让生活更加美好？
徐刚：苏州的文化底蕴是

苏州创新设计的最大优势。作
为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历 史 文 化 名
城、中国最重要的民间手工艺
中心，苏州拥有全国工艺美术
大类 11类中的 10大类共 3000余
个品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遗代表作6项、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名录项目 29 项。苏州产
业之都的地位是苏州创新设计
最大的应用舞台。我们希望通
过设计打通文化与产业的“任
督二脉”，为城市打造新经济，
为产业注入新活力，为公众开
启新视野，呈现苏州在城市复
兴、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文
化传承等领域的创新发展思维

和成果，用国际化的语言讲述
从历史到未来的苏州故事，勾
勒出文化新经济的姑苏样本。

叶放：在中国众多的历史
名城中，苏州是具有生活方式特
性的城市。苏州尚文，苏州人的
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无处不以
文人品位和文化格调为追求。
在我看来，这种“苏式生活美学”

是苏州文化最大的能源。如何
把历史转化为资源，把文化转变
为能量，是当下苏州城市更新的
关键，给设计师提供了广阔的舞
台和空间。立足于当代语境中
展望未来的传统发想 （发散思
维构想），立足于地方环境中观
照国际的开放视角，是设计的
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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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进入第三个年
头的苏州国际设计周，
近日正式发布今年的重
头戏“Q4 （第四季度）
设计消费季”，通过打造
一系列跨城市、跨产业
的消费活动，让设计产
业成为消费增量的新杠
杆，助力疫情之后城市
复苏。不仅是今年，近
年 来 ， 设 计 在 产 业 发
展、城市更新、美好生
活的构筑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在苏州
国际设计周启动之际，
本 报 特 别 邀 请 来 自 学
界、业界、政府部门等
方面的 4 位嘉宾，围绕
设计与时代、设计与艺
术、设计与生活、设计
与城市等相关话题进行
讨论。

记者：以往大家谈论设计
时，更多把设计看作是一种艺
术。随着时代的变化，设计的
内涵发生了哪些变化？设计与
艺术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娄永琪：过去，设计一直
被认为是艺术的一部分，近年
来 越 来 越 多 人 将 其 与 产 业 连
在一起，这个变化还是比较明
显的。这跟设计本身的发展有
关系。以前讨论设计，大多讲
的是工业设计、平面设计、环
境设计、媒体设计等，是以造
物 为 核 心 的 物 质 设 计 。 这 几
年，设计已经从造物设计拓展
到战略设计、服务设计、交互
设计、系统设计、体验设计，
大量的非物质设计让大家开始
发现，原来设计可以做更多的
事情，比如从无到有地创造新
的产业、新的就业模式、新的
经济和生活形态。在我看来，
设计是研究如何创造和满足需
求 的 学 科 ， 是 未 来 的 生 活 方
式、未来的需求产生过程中最
核心的推手。

孙群：人们对设计的定义
各种各样，但是我一直非常认
同一句话：“设计是发现问题、
定义问题、解决问题的应用艺
术。”从这个定义来看，我们会
发现从自我到生活环境，到城
市 空 间 ， 我 们 遇 到 的 所 有 问
题，创意设计都有参与的空间。

叶放：设计有狭义与广义
之 说 ， 前 者 指 关 于 事 物 的 美
好，后者指关于事物美好的形
式与方法。设计总以一个真实
或虚拟的对象为服务，而艺术则
总以一个想象或创造的自我为
思辨。有时候设计需要艺术的
随心所欲、海阔天空，艺术需要
设计的严丝合缝、无微不至。
如果说艺术是让梦得以表达，
那么设计则是让表达成为现实。

记者：近年，深圳、上海、
北京、武汉等城市先后获颁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
络”设计之都称号，许多城市纷
纷举办设计周活动。怎么看城
市发展中的这一轮设计热潮？

娄永琪：科技推动的创新
和市场拉动的创新人们已经充
分认识了。近些年，大家开始
意 识 到 创 新 的 第 三 个 发 动 机
——设计。以上海为例，今年
是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
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 10 周
年，也是举办世博会 10 周年。
这些年来，上海每年都举办设
计周，而且都是由经济与信息
化委员会来主抓。背后的逻辑
很 清 楚 ， 一 是 看 重 产 业 的 贡
献，二是和人工智能、互联网+
等战略互为支撑。中国设计之
都的建设刚开始，但是我相信
中国设计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我特别希望中国设计能在可持
续发展和未来生活方式转型方
面产生世界级的影响。

孙群：城市需要新的叙事
角度与方式，设计周提供了这
样一种全新的方式。现代城市
设计周承担了很多责任：城市更
新、文化传承、环境保护、产业更
新、生活美学；设计周覆盖了所
有的人群：设计师、设计爱好
者、老人、孩子、原住民、新
移民等。这些责任与人群的需
求，是每一个身处全球化进程
中的城市都会面临的问题。从
这个意义上讲，设计周不仅是
一次城市活动，一个创新设计
的城市节日，更是一种鼓励创
新的城市风气。

徐刚：创新设计、创新驱
动，是城市进入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选择。以苏州为例，作为
有 着 深 厚 底 蕴 的 历 史 文 化 名
城，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经济
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取
得新突破。当前，苏州正处于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阶段，急需
创意设计产业的助力和赋能。
2018 年，苏州市政府委托姑苏
区政府牵头，承办苏州国际设
计周，是希望凝聚更多智慧力
量，发挥苏州独特资源优势，
实现“文化+创新”“文化+创
意”“文化+创业”有机结合，
让苏州新经济发展更具活力，
让苏州古城焕发更大生机。

记者：中国现在有很多城
市希望成为设计之都，你们理
想中的设计之都是什么模样？

娄永琪：我认为设计的终
极目标是把设计藏到生活的方
方面面，藏到产业中。理想中
的设计之都也是如此。芬兰有
70%的出口是设计密集型出口，
设 计 是 国 之 命 脉 ， 也 是 每 个
人的自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良好的设计生态。我认为，把
设计的生态搭建起来，让大家
了解设计、崇尚设计，让设计
从业者有发展空间，让消费者
愿意为设计埋单，大家一起参
与到设计的过程当中去，形成
人人都是设计师、人人都在创
造的社会氛围，这就是设计之
都最好的模样。

孙群：设 计 要 向 城 市 开
放，要为产业赋能，要服务于
民生改善。设计要有大局观、
责任感。在一个紧密互联的时
代，类似区域经济一体化、全
球气候变化等问题不应该只是
政府或大企业所关注的话题，
也应该是年轻一代创新创意的
新起点、新角度、新动力。全球
化不会停下脚步，真正的设计
之都一定要从“自我陶醉的小
我”转到“命运与责任的大我”。

叶放：设计之都的称号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产生的
实际作用和意义。设计，应该
以让生活更美好为原则。设计
之都应该是创意的发动机和交
流平台，从地方到世界，绝非
井底之蛙自娱自乐，从过去到
未 来 ， 也 非 挟 洋 自 重 哗 众 取
宠。古为今用，温故知新继往
开来；洋为中用，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

4.通往更好的城市设计

记者：在城市发展、构筑
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
提倡什么、规避什么，才比较

可能达到一个成功的城市设
计？

叶放：一座城市的文化是
历史的积淀和社会的孕育，是
里弄街道的面貌，更是衣食住
行的状态，是风土人情，更是
喜怒哀乐。一个城市的文化标
志和符号，往往正是来自于城

市生活的日积月累，从这个意
义上讲，生活方式是城市文化
的基础和根本，承载了城市的
个性与特质，鲜活反映文化的
演变和发展。因此，对应每一
座城市的特性，以美好生活方
式的理想为出发点，以美好生
活方式的设计诉求为落脚点，

是避免城市设计沦为负面样本
的不二法门。

孙群：从设计出发，我们
应该提倡“问出好问题”，而
不是“埋头找答案”。什么是
设计的好问题，就是“为谁设
计 ”“ 为 什 么 设 计 ”， 而 不 是

“如何设计”。我们总是习惯性

地 认 为 “ 结 果 好 ， 一 切 都
好”，但是判断一个设计好不
好 ， 往 往 是 “ 源 头 ” 和 “ 过
程”决定的。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在进行创意设计时，不能
只注重展示实力、成果，否则
就容易造成形式夸张、内容空
洞的后果。

漫天灿若云霞的泡桐花海中，人们的心声与
合唱的回声相应呼唤：知心贴心的人啊，你在哪
里？我在春天的路口等你回来……8月5日，在泡
桐花雨中，讲述焦裕禄感人事迹的歌剧 《盼你归
来》（下图）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震撼上
演，以强大的阵容和恢弘的气势，深深打动观众。

歌剧 《盼你归来》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排，
是一部歌颂焦裕禄的时代赞歌。全剧选取焦裕禄
在兰考工作一年零三个月间的事件，以 《紫色桐
花》《大雪》《立春》《夏至》《立秋》《谷雨》 5幕
为时间轴，结构整部戏剧，展现了焦裕禄从 1962
年 12 月 6 日大雪前踏上饥寒中的兰考大地，到他
1964 年 5 月 14 日逝世，兰考迎来灾后第一个丰收
年景为止，这一段时光中的生命足迹。通过焦裕
禄这一典型人物，讴歌一批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
干部一心为人民，带领群众脱贫攻坚，努力奋斗
的时代精神。

作为中国歌剧舞剧院 2020年重点推出的新创
剧目，《盼你归来》历时两年筹备。期间，主创人
员沿着焦裕禄的生活工作足迹多次深入采风，剧
本反复修改论证，几易其稿。去年底，该剧完成
首轮试演。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剧院在确保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创作排练，于7月底
完成全剧合成。据了解，该剧是国家艺术院团自
疫情发生以来的首场演出，也是北京天桥艺术中
心时隔200多天复工之后的首场公开演出。

讲座沙龙、主播领读、互动体验、影视欣
赏、创意手工、绘本分享、培养小小志愿者……
这是郑州图书馆自 2014年开创的“图乐”品牌阅
读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500余场次。成立于1953
年的郑州图书馆，近年来在创新的路上加速奔
跑，积极建设富有创造性、充满生机、以读者为
中心的现代化公共图书馆，为城市贡献了书香力
量和文化力量。

“图乐”是郑州图书馆众多阅读推广活动品牌
之一。2015 年 3 月，郑州图书馆还与社会力量联
合创办公益性文化讲座“天中讲坛”，至今已累计
举办180余期，受益读者近300万人次，被列为第
4批河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天中讲
坛”打破传统模式，把地方戏曲、民间艺术、非
物质文化表演、传统中医药文化等内容搬上讲
坛，并围绕社会热点及重大研究课题开设专题讲
座。讲坛采用视频同传技术，实现馆内多屏互
联、同步直播，扩大了受众面和关注度。

除了创新阅读推广服务，2013 年，郑州图书
馆以建设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为契机，探索打造
跨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参与郑州市城市
书房建设工作。目前，400余个郑州地区和跨地区
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成员馆，以及郑州市 65座城
市书房之间，实现了文献资源通借通还和数字资
源共建共享。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郑州图书馆
发挥自身职能，为中建三局援建武汉火神山、雷
神山医院人员的两个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捐赠杂
志；向武汉图书馆援助防疫物资；坚持闭馆期间
服务“不打烊”，上线多种数据库、电子书，开启
讲座云直播等线上活动，为市民读者宅家抗疫送
去精神食粮和文化慰藉。目前，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郑州图书馆逐步有序恢复开放，在
严密防控中为读者提供服务。开放以来，收到读
者百余条“表白”式点赞，被称为“这个城市最
温暖美丽的地方”。

郑州图书馆

以阅读温暖城市
黄子涵

歌剧《盼你归来》上演

泡桐花开唱楷模
本报记者 郑 娜

歌剧《盼你归来》上演

泡桐花开唱楷模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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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从左至右依次为：
苏州可园 （郑娜摄）、

园林版昆曲 《浮生六记》
（演出方供图）、苏州双塔市
集 （来自网络）、苏绣旗袍

（苏州丝执文化有限公司供
图）、苏州美食 （来自网络）

据新华社电（记者张漫子） 北京市电影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全力支持影院纾解生产经营困难，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经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财
政局研究，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北京市管理
委员会审定，今年北京从电影专项资金中安排
2000万元资金作为给予影院的疫情专项补贴。

据介绍，此次疫情专项补贴按照影院 2019 年
全年票房产出情况给予资助，适当向受影响较大的
中小型影院倾斜。由北京市电影局会同北京市财政
局经过前期补贴征集并审核，确定最终可给予补贴
的232家影院，其中最高的补贴额近50万元。

232家北京影院

获2000万元疫情专项补贴

232家北京影院

获2000万元疫情专项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