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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想象不未来
 【文/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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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年轻人，无创意不生活！型创意志

放眼未来，当人工智能替代了人类的基础工作时，人类最有竞争力的价值

是什么？也许就是想象力和创新力。想象力可以带来“新内容”、“新市场”，催生

新一代设计产品和新的商业模式。

用“设计”重新定义城市与生活，用“想象力”诠释精彩和时尚——这是今

年上海设计周传递的精神。消费升级最根本的原动力是想象力，“消费升级”最

重要的是消费者有了想象力、创造者有了想象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了想象

力。设计师作为最富想象力的代表群体，未来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这个“文化 + 科技”大行其道的时代，设计正与各行各业融合渗透，改变

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副秘书长何炯认为，现在设计越来

越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相融入，真正有价值的设计，并不是去做一些锦上添花的

事，而需要真正与城市的发展、地球的发展融为一体。同样，《2017“再生”·当设

计遇上可持续》的活动策展人赖志晖认为，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设计师要具有同

理心。这种同理心，要能够真正理解社会的需求、用户需求，了解使用的材料价

值，通过多方位的感知，从更为人性化的切口去设计产品。

纵观2017上海设计周，一场有关想象力经济的真实体验在上海展览中心全

面展开。从场景的营造，到新内容的表达，再到手作课程的现场互动甚至有关环

保理念的大辩论……从设计宏观到细微，从创意概念到实际应用，都在用想象力

带我们去发现、去改变、去重新定义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何炯
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副秘书长

上海设计周组委会负责人

Q:如何理解“想象力”在当下的意义？

A:科技迅猛向前，只有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

无法被取代的。对于中国本土的设计师来说，最缺

乏的就是来自于生活的特有的想象力。这可能也

源于我们习惯性的教育方式。还有人们思维中的一

些固有观点，也把想象力的外延给缩小了。比如，有

人把设计和美术画等号，画画、做个造型就算是设

计。慢慢地，人们发现设计还需要带一些功能，需

要一些新材料，进而设计与商业、社会、环保都相关

联。所以，当下的想象力和好的设计师、好的设计都

有很大关系。

Q：您觉得上海设计周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A:在设计周上，我们希望体现的是：设计其实

是一个生态系统，它是可持续，可循环的。同时，我

们的环境也能给 设 计师或创造者一 个宽容的氛

围。所以上海设计周和许多设计展览最大的区别就

在于，我们既有专业的设计部分，同时也突破了许

多专业的设计领域。怎么来体现？我认为，设计本

无界。现在都在说跨界，但说到底设计就应该是没

有界限的，它深根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所以，如

果我们纯粹的是以工业设计这种专业眼光来做评

判，设计只是一个专业性的工具，而没有真正起到

设计的作用。其实，设计同时还承载着有价值的转

化器功能。它能够把设计转化为商业价值以及市场

需求。我们想传达的理念，不光是设计本无界，同时

它也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有些设计，只能满足一类

人群，而另一类人群完全无感，你能单纯说这些设

计就不好吗？我们希望，能为中国的本土设计创造

一个相对宽容的环境。这些设计，能让参观者、体验

者感动，让他们愿意埋单，这就是设计师想传递的

价值理念，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Q：今年的设计周相较以往最突出的特点有哪些？

A:我觉得有两点是跟以往相比最大的区别。第

一，不同展区的展品60%以上的产品，都融合了中

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而它们的结合是一种融

合，而不是直接照搬，拿来主义。第二，很多展区不

是单一的呈现面貌，而是一个平台，商业模式、呈现

方式都进行了融合。

Q：设计周有个愿景，希望能够让设计师对这座

城市做更多思考，那么设计如何来推动一座城市的

发展？

A:设计之都，代表一座城市的创新力。今年最

大的主题就是消费升级带来的设计升级。我们也希

望通过设计去改变城市规划板块中许多不合理之

处。比如，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他们的设计很多时

候是体现在城市的规划上，以及设计与社会的关系

上。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如何让设计推动城市变得更

好、更完善、更便利。

生活周刊×何炯QA

2017上海设计周

想象力之境

每年一次的上海设计周不仅是一场关于“设计”的大活动，也是对“未来生活”的一

次生动演绎和近距离体验。位于南京西路上的“东西大观”是上海设计周第一个设

计365合作空间，它以实体生活馆为载体，打造集展示、体验、销售、活动、定制、

孵化等功能于一体的系列主题型跨界创新创业空间。

在本届设计周现场，这个“行走在南京西路上的创意客厅”又被

搬入进来，通过“造境”的方式，为大家创建了一个愿意消费时间

的惬意之地。在这里，有限的空间容纳了无限的想象力，既可

品味新都市繁华结合老上海静谧的惬意，亦能体验东方

遇见西方的时尚生活方式。而各种创新设计的文创产

品，在共同的创意“语境”下展现其独特韵味。

东情区，品茶、观景、花语、香氛融于其间。泡

茶，小提琴演奏，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另类亮相，独立设

计师的各种创意新奇产品，融合在东方含而不露的智

慧中。东方区，在一个任意挥洒创意的自然空间里，体

验坐在花园中的大秋千上，自己动手做沙画、黏土饰品

和个性玩偶，与山水相拥与草木相融的独特情趣。西

韵区，这里是人和数字交流的自由世界，可体验沉浸式

多媒体艺术的奇妙互动，用你的肢体和思绪去肆意挥洒想

象力，创造属于每个人的浪漫创意。

如果说，“东西大观”是用想象力打造的融合之境，那“方糖小镇”则是让人体验了一把办公的未来之

境。来到“方糖小镇”的“无人管理办公室”，用手机扫码自助开门，通过App线上预订的会议室的

所有设备都已经准备妥当，会议需要的内容，也通过云打印系统，早已传至办公室，会议间

隙还能享用自助的咖啡饮料……在未来生活中，类似的这种“无人”共享空间，已经频

繁出现在人们身边。从无人超市到无人健身房再到无人管理办公室，依托于

智能系统和互联网+的模式，融合了共享、自治的概念，让越来越多的

传统生活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想象力之境，究竟会有多

大，终会难以想象。

想象力之变

在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 (PACC)展区中，很多人在一个高7米呈长方体的竹编装置空间中自拍留

影。这个竹编万花筒，之所以给人以震撼的视觉效果，不单单因为它是一个艺术装置，一个设计单品，更在

于一个由精巧细腻的传统竹编创造出的现代、简约的时尚空间，这种传统和现代碰撞、融合带来的艺术之

美给人的震撼。

竹编万花筒的设计参与者何红兵，是东阳竹编的非遗传承人，对于这个竹编万花筒的制作，他可谓感

慨万千：这个竹编万花筒共有17种不同的花纹，以往多为单色设计，这次复合了多种复杂的颜色搭配，再加

上竹面粗细的设计、图案手法的改良，与当代的空间美学结合，便呈现出如今这番惊艳的效果。更可贵的是

有些编制手法源于几百年前的工艺，而这次又做了部分创新，真的体现了巧思匠心。 

非遗，是我们国家的资源宝藏，但它的传承性，更在于创新。就像竹编万花筒的策展人PACC公共艺术

协同创新中心运营总监章莉莉所说的，“非遗一定要保持传统？我觉得不见得。我认为，从艺术手法和表现

力，它可以更加多元，可以走进时尚，走进现代家居生活，它还可以集合成公共艺术装置。以后它还可以根

据建筑的公共场景创新出各种各样的造型，让公众可以在竹编的世界里做各种活动体验。”

在传统的基础上做变化，变得更富有时代气息、更接近时尚生活，如此的想象力运用便是一种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