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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生活亟待内容创新

我们的未来生活是什么样的？杨明洁用一个案例进行

了颇具实践意义的畅想——十位设计师造十栋不同的房

子，在每栋房子的空间里都会有不同的概念去展示未来的

生活。从外观上看，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房子，在里面却能看

到很多好玩的东西。在杨明洁设计的房子里，他想表现在

未来我们的能源如何通过设计转化成为光和水，然后转化

成植物，让植物变成一种储能方式，以及延续自己情感的交

流物。

杨明洁设想，未来可能每个人的家里都是农场。大家可

以用分散的能源和分散的植物、农场在家里建构一种新的

科技，而这些植物的增长不需要人为来控制：“我妈为我栽

培了一片蔬菜，通过这样的画面是不是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

精神上的交流？让大家一起来种菜。”

在这个尚未完成的案例中，每位设计师都将和企业配

对合作，设计一个新的概念，即关于未来的某一个议题。据

杨明洁介绍，未来能源和现在能源其实非常不一样，未来能

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发生：“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可以

传送到很多地方，可以有效解决能源问题。甚至说未来最小

体量能源就是家庭整个动能的系统。”

“城市更新不是要做出多漂亮的楼宇，更多是要看空

间内承载的内容。”有趣的是，高和资本创始人兼执行合伙

人苏鑫的这一观点恰巧与杨明洁不谋而合。他说，从城市创

新方向来看有三种创新方式，分别是：空间创新、组织创新、

内容创新。“前两种是城市更新经常用的手段，而内容创新

现在少之又少。什么叫内容创新？就是要制造空间的智能

化，什么是空间的智能化呢？就是利用高科技、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等，把实空间和虚空间无缝连接，让消费者有更好的

效率和体验。”

如今，苏鑫已经为“城市更新”埋头苦干了十几年，在他

看来，面对未来城市的变化，有两种途径需要进行结合，一

个是城市更新，另一个是城市创新。

而立足于城市更新的城市创新，使用虚空间变得越来

越重要，而实空间则成了“资源、信息、人际”的联结点。城

市创新主要通过空间、组织、内容的创新实现，通过空间智

能化的手段将实空间与虚空间无缝联结在了一起，打造出

“混合空间+智能办公+智能商场”的体验。

创意将如何改变生活？创新会催生哪些产业？创造将塑造怎样的城市？在第二届NICE2035“未来生活”设计

论坛暨第六期“平行语宙”上海市青年创意分享会上，艺术家、设计师、策展人、经济学家和资本方的大咖们，纷纷

用各自独到的见解来展望了未来生活的“艺识住行”。

“创意设计一直是城市更新中最强大的力量，所有的青年都是让城市变得更美好的生力军。”共青团上海市

委副书记丁波对青年群体寄予厚望，他认为，要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我们的创意力量可以改变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可以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加卓越，“我想，卓越的全球城市必定来自于一点一滴对于生活的改变，这一点一

滴生活的改变，一定是大咖带着我们去想去干，把头脑的蓝图变成现实，进一步关心上海的创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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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分别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对2035未来生活做了畅想，他们是：

4.朱哲琴：跨界声音艺术家、独立制作人、“看见造物”创始人;

5.苏鑫：高和资本创始人&执行合伙人

1.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副书记丁波致辞 2.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做现场点评 3.第六期“平行语宙”分享嘉宾和上海市青年创意人才协会会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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