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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观念已深入人心

设计是与经济紧密相联的，改革开
放前的中国设计教育沿袭了工艺美术与
实用美术的体系，更多地是从美化的角
度来理解设计，意识上没有真正走入现
代。没有开放的市场经济，设计的作用
和价值，得不到充分的认识。

对比 40 年前后，一个较为直观的现
象可以说明问题，就是“设计师”作为
一种职业身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在
改革开放前，设计师是很少被提及的词
汇，许多职业被冠以“师傅”“匠人”

“裁缝”这类传统意味明显的称谓。在今
天，各种门类的“设计师”称谓随处可
见，包括建筑设计师、室内设计师、平
面设计师、服装设计师、工业设计师、
交互设计师等等，不一而足。这种职业
称谓的丰富性从一个侧面说明设计业发
展的情况，也说明设计观念如今已深入
人心，与大众生活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
系，许多事情需要“找设计师”已成为
一种普遍的共识。据中国服装设计师协
会统计，截至 2018年 10月，协会旗下的
个 人 会 员 和 单 位 会 员 合 计 2000 余 人

（家）；另据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数据，截
至2018年10月，拥有超过1200多家企业
会员，包括中国商飞、华为、腾讯、联
想、海尔、小米等著名企业，以及近千
家研发设计机构和行业推动组织。领域
涵盖机械装备、轨道交通、汽车、飞
机、电子通讯、互联网大数据、3D 打
印、智能硬件、社会服务、金融投资等
30 多个行业、产业。此外，根据中央美
术学院许平教授调研统计，截至 2016 年
底，我国包括普通高校、高职高专、独
立学院在内的各类高等学校中，开设设
计专业的院校保持在超过 2000 所的高
位，当年新增设计专业学生超过 54 万，
常年在校学习设计学及相关专业的学生
人数超过200万。通过这些数据，不难想
象中国设计发展的现状和盛况。

体现设计发展的另一项重要指标是
“设计之都”的授予。作为改革开放的排
头兵，深圳是我国最早被授予“设计之
都”称号的城市。2008 年 12 月 7 日，深
圳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
网络，成为中国第一个、全球第六个

“设计之都”，也是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个
获得这一称号的城市。此后于 2010 年，
上海成为我国第二个“设计之都”。2012
年，北京成为我国第三个“设计之都”，
此举打破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国
家只能有两个设计之都”的规定，武汉

于2017年11月入选“设计之都”，成为我国
第四个“设计之都”城市。如此多的城市
入选“设计之都”，主要还是因为我国是个
幅员辽阔的大国。四个城市特点各不相
同，侧重的行业、辐射的范围、产生的影响
也各有特色。这也从侧面说明我国设计
的发展处于一种多元而丰富的状态。

设计院校开风气之先

简要回顾中国现代设计 40 年走过的
历程，可以发现有两条线索并行发展。
一条是基于传统的工艺美术体系的延续
和演变；另一条线索是积极引进、学习
国外的现代设计体系的经验和手段。改
革开放初期，现代设计的观念首先需要
在形式层面有所显现，审美意识的更新
是重点。在这个时期以中央工艺美术学
院为代表的设计专业院校开风气之先，
积极开放，不仅在教育领域引领变革，
而且也是重要的设计力量，参与到大量
的社会实践中去，成果丰硕。许多院校
所属的设计机构在今天仍然是各个领域
中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如清华大学的清
尚集团和广州美院的集美公司。

这个时期的设计教育，最为引人关
注的就是引进了“三大构成”课程——
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以此
替代传统的图案课。三大构成对现代审
美的普及、形式塑造发挥过重要作用，
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三大构成并非设
计的全部，但通过三大构成，对现代设
计的认识得以逐步建立。这个现象标志
着欧美国家的设计思想、设计方法、形
式语言进入到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在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
我国以公派留学形式派出了大量的专业
人员去不同国家学习，这批专家学者日
后都成为我国设计界的领导者。这也说
明了学习国外先进设计经验与方法的重
要性。

与国际设计师一起竞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设计发展的
第二个阶段与国家经济、政策的开放程
度密切相关，尤以允许国 （境） 外设计
企业、设计师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承揽项
目为重要标志。其中有两个标志性事
件，一是大型商业建筑允许中外合资开
发甚至外方独资开发，二是设计制度上
的开放，其标志就是面向全球进行国际
竞赛招标。我国第一个这样的项目便是
国家大剧院，中选方案的建筑师是最近
刚刚去世的法国建筑设计大师保罗·安德
鲁。设计市场的开放，意味着中国设计
师必须面对国际设计力量的竞争，但可
喜的是，就是在这种压力下，中国设计
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本土设计师通过与
国际设计师合作、配合与竞争，在技术
层面迅速地缩小了差距。同时，由于开
放带来的经济繁荣，也给了中国设计师
们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大量的实践机
会也是设计师快速成长的环境优势，改

革开放的经济成就造就了中国设计的发
展。尽管此时的中国设计还未真正成
熟，但 2003 年 6 月 7 日美国 《商业周刊》
的封面大主题是“亚洲设计”，小标题是

“另外：中国将会主导设计吗？”，同时清
华美院进入 《商业周刊》 全球设计院校
排行榜的前 30 名。中国设计的快速发
展，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

在开放引进的形势下，中国设计也
出现了一些问题，崇洋心理占据上风，
惟洋是举，盲目模仿，引起社会的广泛
议论。进入 21 世纪，第三个阶段是纠
偏，通过设计在经济发展快速成长的基
础上寻找文化自信和确立文化立场。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是这
一阶段两个重要的节点事件。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历来举办国都把奥运会作为展示本
国文化的一个大舞台，因此，每届奥运
会也可看作是一次设计盛会。北京奥运
会从申奥开始，设计就扮演了一个重要
角色。奥运会也是设计师的竞技场，奥
运标志、吉祥物、奖牌、火炬、辅助图
形、项目标志、专用服装、领奖台、场
馆、官方海报等等，涉及的门类很多。
除了运动员，奥运同样可以造就一批设
计师成为明星。对于北京奥运而言，大
到“鸟巢”、“水立方”的场馆建筑，小
到“人文奥运”会徽、金镶玉奖牌，设
计所传递的文化内涵，既是国内民众关
心的焦点，也寄托了国际社会的期待。

世博会更是对设计的全方位展示。
早期的世博会主要是对人类已有成果的
展示，并借此交流信息，促进竞争。随着
人类生产能力的突飞猛进，信息交流的日
益便利，其原始的功能日渐弱化，代之而
起的是对未来发展的思考和一场国家综
合实力展示的竞赛，世博会的目光不再是
回望的，而是展示当下、甚至带有前瞻性
的。上海世博会中，新媒体技术、多媒体
展示手段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力推
动了中国设计的技术升级。

以上两届盛会的成功举办，不仅展
现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更是中国设计在
国际舞台上的系统亮相，中国设计与国
际设计最高水平接轨的目标基本实现。
通过这两届盛会，中国的现代化形象也
得以成功塑造，并引发很多对未来更为
深入和细致的思考。

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到了当下新时代的第四阶段，中国设
计在前三阶段的基础上，在局部领域逐渐
形成有自身特色的设计范式，甚至取得世
界领先的成绩。近年来，中国驶入了互联
网经济飞速发展的快车道，塑造了一个应
用场景十分开放的环境，涌现出阿里巴
巴、腾讯、百度、华为、小米等业界翘楚。
在近年来连续承办的 APEC 会议、G20 峰
会上，中国设计更是为世界展现了一个文
化上高度自信的国家形象，赢得不少赞
誉。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对设计自然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设计意味着我
们要对问题提供中国式的解决方案，要为
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在国际
设计大赛中获得重要奖项，发出中国设
计的声音。除了中国建筑师获得普利兹
克奖，还有不少中国的设计师、设计团
队在红点奖、IF奖、G Mark、IDEA设计
奖等国际知名设计大奖中收获荣誉。近
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在国
际设计专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体现
了中国设计在业界的整体地位日益提
升，中国设计已是国际设计界不容忽视
的重要力量。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改革开放激活中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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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运动项目标准图形设计：虽然是标准图形，但吸
收了中国传统象形文字的造型手法，文化特征清晰。

梦想改造家：东方卫视近年开播的一档节目，邀请专业设计师为一些特殊
需求的家庭改造住宅，提升了全民对设计力量的认识和关注。

自信从文化里来

今天中国的美术馆事业发展很快，不管是国家
馆、地方馆还是民营美术馆，大家都是为“美”服
务，没有高低之分。

我们今天说“典藏经典”，典藏的目的，首先就
是把当代以及历史上优秀艺术家的创作收藏起来。
收藏是对艺术作品的肯定，也是为国家积累宝贵的
财富，同时为历史、未来留下可以借鉴的资源。一
个国家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历史，不只停留在文
字书籍上，视觉上的文化遗产也非常重要。巴西国
家博物馆日前一把大火，把 2000 多万件的作品烧
毁，损失太惨烈，后人想要研究巴西的历史，就缺
少了很多实物的材料。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
吸引世界人民的眼光，中华文化起到很大作用。有
人很羡慕中国美术馆竟然藏有4件毕加索的作品，但
是我说我们有比毕加索还“厉害”的作品。我们的
自信要从民族文化里获得。

典藏作品须活化

中国美术馆 1963年开馆，在此之前，做了大量
征集工作。周恩来总理在建馆初期就批示，调派部
队来保护馆藏作品。我常对艺术家朋友说，你笔下
的作品受到最安全的保护。只有艺术家感受到作品
被收藏的价值，他们才愿意把耗费巨大心力创作出
来的佳作贡献出来。艺术家创作的好作品应该留
世，更应该传世。作品不能被美术馆收藏后，“躺”
在库房，几十年不展览，美术馆人必须把典藏的作
品进行活化，发挥作品真正的价值。

我们去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要排队看他们的
镇馆之宝。有一次，一位朋友问我，去中国美术馆
能看到你们的镇馆之宝吗？我说还真看不到，因为
镇馆之宝都“镇”在库房里面。这个事情，对我触
动很大。我们美术馆没有很大的空间，所以就在6楼
辟出一间小展厅，叫“藏宝阁”，展示我们最好的小
幅收藏，我说这是“皇冠上的明珠”。让大众随时、
免费看到大师的作品。

有一位朋友惊讶于这个小厅能同时汇集那么多
大师的作品，问我“都是原作吗”。我想说，中国美
术馆不展复制品，展复制品相当于“假唱”。国家美
术馆，哪能“假唱”？

活化方式多种多样

好的想法一定要有持续性，没有持续性，是形
不成品牌的。所以要用制度、模式进行固化，以达
到持久传承目的。中国美术馆有一个品牌叫“典藏
活化系列展”。大家知道，罗中立的作品 《父亲》，
收藏于上世纪 80 年代，收藏费只有 300 多元钱。前
几年，我们的典藏活化展把这件作品拿到它的“老
家”重庆做展览。那天正好是父亲节，罗中立和他
的父亲、儿子、孙子，祖孙四代人一起到美术馆，
这一事件引起强烈的轰动，人山人海。这是这件作
品第一次回归重庆，作者也得到了巨大的精神慰
藉。这是作品活化，也是“人”的活化。

活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现在是新媒体时
代，要多多跟媒体合作。中国美术馆现在就与媒体
合作办“纸上美术馆”，社会反响很好。纸上活化、
网站上活化、微信活化、电视活化，都很重要。美
术馆在媒体上做一个栏目，介绍自己的好藏品，对
媒体、对美术馆、对艺术家都好，提高知名度，也
把美传播给社会。我们美术馆是公共文化服务单
位，起到在校教育起不到的作用，是终身性的教育
机构，要利用藏品不断提供给公众好的、新的知识。

美术馆把馆藏作品活化，是对历史的负责，也
是对艺术家的尊重，更是对国家和社会大众的回报。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馆长）

2018年，南宋御街宅院：第八届筑巢奖金奖作品，显示了中国传统的空间
审美如何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展现，收获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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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010年上海世博会湖南馆。湖南馆的特色是利用
多媒体投影，在一个莫比乌斯环上展现当地特色风情。上海
世博会使大众对多媒体技术产生了极大热情。

右图：米兰世博会中国馆，是中国第一次在海外世博会
上建设独立国家馆，整体方案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团队完成。

◎ 笔墨流金四十年之⑥

中国设计40年是评价改革

开放的最好注脚，如果没有改

革开放的40年，那么中国的现

代设计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

白。如果说中国设计是中国经

济腾飞的翅膀，那么未来中国

设计还要进一步成为中国经济

发展的发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