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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座椅：创意设计微景观为城市灌注生命力
■ 陆邵明

一个合理的街道座椅设计

不是拆除重建或者全盘推翻，而

是通过公共设计战略、信息系统

设计、街道导则设计以及基于地

域文化记忆的交互设计。创意的

系统设计将进一步提升街道座

椅的高度、精度、温度与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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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如何共享数字文化新业态的红利
■ 包亚明

◆数字文化新业态以跨界融合和多业兼营方式， 正在重塑文

化行业结构，形成基于新的专业分工基础上的产业新链接。 数字文

化经济的加快发展，以及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优化长三角城

市群的整体结构，促进长三角城市群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从数字文化的产业端来看，34.1%的长三角城市拥有网络文

娱产业上市公司，呈现“一心两极，四大梯队”的分布格局。 从消费

端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形成了特色鲜明、层次丰富、覆盖面广、

形式多样、活力充沛的线上线下互动发展模式。

当前， 文化产业与数字经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 数字文化消
费数量和规模呈不断扩大趋势 ，

对引领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
质增效 、 促进消费升级 ， 加快形
成我国经济 “双循环 ” 新发展格
局 ， 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

在数字经济时代 ， 对于城市发展
数字文化消费活力 ， 如何挖掘经
济新动能、 促进区域经济新发展，

成为重要的现实命题。

长三角地区的数字文化消费
走在全国前列 。 日前发布的上海
文化研究中心和腾讯研究院合作
的 《2020 长三角数字文化消费研
究报告》， 重点关注数字文化消费
的五大典型领域， 包括网络游戏、

网络视频 （长视频/短视频/直播）、

数字阅读、 数字音乐 （包含音频）

和文化信息服务 ， 聚焦长三角城
市群数字文化消费细分领域的特
点和发展态势 ， 探讨文化新业态
和文化消费新模式对于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的影响。 作为国内首份
整合长三角消费端和企业端数
据 ， 分析观察 、 描述和提炼长三
角数字文化消费发展现状和思
考 ， 可以为预测和判断我国数字
文化消费整体面貌和发展趋势提
供参考。

《2020 长三角数字文化消费研
究报告 》 观察到长三角城市群的
数字文化指数正呈现出 “既快又
稳 ” 的发展态势 ， 规模 、 体量和
增长速度都显示出强劲动能 。 在
全国 11 大城市群中， 长三角数字
文化指数总量和区域数字文化指
数增速都位居第一 ， 长三角数字
文 化 指 数 总 量 占 全 国 总 体 的
17.2%， 数字文化指数均值是全国
的 2.23 倍。 研究报告形成了 17 个
重点发现 ， 涵盖数字文化的消费
区域分布 、 数字引擎作用 、 网络
游戏 、 网络视频 、 数字音乐 、 数
字阅读 、 观影需求 、 电竞产业等
新兴产业领域表现。

从数字文化的产业端来看 ，

34.1%的长三角城市拥有网络文娱
产业上市公司， 呈现 “一心两极，

四大梯队 ” 的分布格局 。 在第一
梯队中 ， 上海网络文娱产业上市
公司数量独占鳌头 ， 达到 36 家 ，

是长三角网络文娱产业发展的绝
对核心 。 杭州 、 南京分别位列第
二 、 第三名 ， 成为长三角两个明
显的区域中心极 。 合肥和苏州是
第二梯队 ， 嘉兴 、 金华 、 宁波和

绍兴是第三梯队 ， 湖州 、 温州 、

舟山和镇江 、 芜湖是第四梯队 。

从各行业创收水平来看 ， 文化信
息 、 网络游戏和数字阅读行业位
列前茅。 长三角文化相关行业正加
速以 “上云 ”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化
转型 ， 这一转型过程可以透过广
电、旅游、文创、游戏四个典型行业
的 “用云量 ”规模及变化得到充分
体现 。 数字文化产业正成为长三
角部分城市下一轮城市经济发展
的重点 ， 甚至支柱产业 。 数字文
化产业在转方式 、 调结构 、 扩内
需 、 促消费 、 增就业等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 ， 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形成新供给、 新动力。

长三角城市群正因地制宜推进优
势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通过文化科技融合打造地方文化
品牌 ， 推动本地文化产业迈向更
高质量发展阶段。

从数字文化的消费端来看 ，

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形成了特色鲜
明 、 层次丰富 、 覆盖面广 、 形式
多样 、 活力充沛的线上线下互动
发展模式 。 疫情期间 ， 大众对于
线下文化娱乐服务的需求线上化，

倒逼线下供给侧转型 ， 推动逆向
O2O （ Offline to Online） 发 展 ，

多元扩充线上数字化的文化供给
品类 ， 引发 “云上文化 ” 热潮 ，

例如云展览 、 云音乐会 、 云旅游
等 。 这类活动原本具有很强的现
场体验属性， “云+” 模式不仅在
现阶段改变了这类活动的属性 ，

也将凭借其便利开放的特点重新
定义未来的消费文化 ， 例如上海
博物馆以 “云看展 ” 的形式推出
《春风十里———江南文化艺术展》，

通过播放视频向观众款款道来各
种艺术珍品 ； 以 “视频 ” 和 “三
维 ” 的形式呈现 《灼烁重现 ： 十
五世纪中期瓷器大展 》， 通过 3D

环绕式的页面设计 ， 让观众可以
点击鼠标 “步行 ” 在展馆中 ， 自
由欣赏展品。

长三角城市群的数字文化 IP

与线下商业实体的融合也在进一
步加深， 实现了线上 IP 的线下反
哺 ， 成为激活文化新消费活力的
有效路径。 以文化类 IP 为主题的
“限时快闪店 ” 创新了 IP 赋能商
业的模式 ， 消费者在限时快闪店
中收获了 “创意+体验” 的视觉盛
宴 。 据不完全统计 ， 上海热门商
圈的限时快闪店更新迭代周期为
两周至一个月不等 ， 其自带的瞬
时文化属性与数字文化消费拥有
相似的内核 。 网络视频 、 网络游
戏可以借助限时快闪店打破互联
网壁垒 ， 开启一种全新的数字文
化消费趋势 。 在限时快闪店中 ，

网络视频以会员权益 、 热播综艺
及影视剧作为媒介 ， 与消费者建
立现实生活中的互动和联系 ； 网
络游戏以现场竞技及浸入式体验
为 “吸睛点”， 有经验的玩家可以
现场 “开黑 ” 并获赠限定皮肤等
“福利 ”， 有兴趣的游戏小白则可
以享用全套装备过一把手瘾 。 在
线上红利消失 、 在线获客艰难的
大背景下 ， 限时快闪店成为网络
视频 、 网络游戏等 App 有效获客
的新方式 。 其令人欣喜之处不仅
在于线上线下的高效联动 ， 还有
对数字文化类 App 的横向带动
（如直播电竞和手游的讲解等） 及
对内容 IP 再次变现的深度挖掘
（如周边纪念品的销售等 ）， 这些
举措极大地丰富快闪场景的消费
业态。 例如在杭州西溪印象城的华
为视频快闪店邀请体验者完成《以
家人之名》等热播IP的线下打卡并
取得线上畅看的权益，还可以沉浸
式体验华为各种终端产品；上海静
安大悦城的 “荒野乱斗限时竞技

场” 是以手游IP为主题的快闪店，

现场的“大型屏幕+炫酷界面”吸引
玩家一试身手 ； 一旁设有 LINE

FRIENDS联名快闪店，售卖联名游
戏皮肤及布朗熊周边，快闪店还邀
请玩家拍摄创意照片及视频，带上
“荒野乱斗限时竞技场” 话题发布
到B?、 小红书、TapTap等平台，赢
取额外福利。

线上线下文化消费的双向互
动和融合共生 ， 也已经渗透到了
长三角城市群居民的日常生活之
中 ， 在网络视频用户活跃度提升
的同时 ， 多屏互动正在推动客厅
经济的回归 。 长三角地区网络视
频用户活跃度高 ， 在用户粘性 、

开屏次数 、 使用时长等方面都表
现突出 ， 而且网络视频用户群体
集中于 18 至 24 岁年龄段 ， 有明
显的年轻化特征 ， 用户尤其偏爱
短视频 App。 随着终端升级 ， 网
络视频内容播放载体也在不断创
新发展 ， 智能电视不仅具有传统
电视即时直播属性 ， 也有互联网
视频平台在线点播功能 ； 与手机
端小屏幕相比 ， 智能电视的大屏
以及 4K 技术能够为观众提供更极
致的视觉享受。 通过大小屏联动，

更获得了偏好于沉浸式体验的消
费者青睐 。 “客厅经济 ” 在移动
互联网进入存量时代的当下 ， 重
新回归了大众的视野。

长三角地区较早地在“大屏生
态”“智慧客厅” 等方面进行布局。

2018年，广电总局与沪浙苏皖地方
广电局、安徽数字产业巨头科大讯
飞签署了“长三角区域智慧广电与
人工智能语音技术融合创新战略
合作协议”， 建设基于智能电视操
作系统的人工智能语音交互一体

化平台，共同打造长三角区域智慧
家庭生态圈。 2019年，上海新媒体
龙头企业东方明珠研发面向大屏
端的智能融合产品Stage TV， 累计
用户超过500?。 在2020年10月举
办的长三角高新视听博览会上 ，

科大讯飞推出了智能语音遥控
器 、AI专区以及大屏广告营销等
系列产品 ， 为用户提供全新的人
机交互体验 。 长三角地区通过在
智慧家庭领域的不断探索与创
新 ，加快了 “客厅经济 ”全场景化
发展的进程。

数字文化新业态以跨界融合
和多业兼营方式 ， 正在重塑文化
行业结构 ， 形成基于新的专业分
工基础上的产业新链接 。 数字文
化新业态新趋势不仅推动文化创
意产业迎来新的发展红利 ， 也进
一步释放了文化消费潜力的驱动
力 ， 市场的活力和个人的创造力
正在进一步被激活 ， 数字文化经
济的加快发展 ， 以及与实体经济
的深度融合 ， 无疑将优化长三角
城市群的整体结构 ， 促进长三角
城市群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 。 上海是在国内首个提出整体
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城市 ， 包
括数字文化生产与消费在内的城
市数字化转型 ， 已经催生出大量
颠覆性的新模式 、 新业态 ， 成为
上海经济快速复苏的强大引擎 ，

上海打造国际数字之都的数字化
转型 ， 也将促成数字文化生产和
消费的 “整体性转变 、 全方位赋
能、 革命性重塑”。

数字文化新业态在重塑文化
行业结构的同时 ， 也在重塑人们
的思维结构 。 从长三角数字文化
消费现状来看 ， 内容的视频化正
在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 特别是短
视频的快速增长 ， 再加上推荐算
法的融合 ， 还有内容生产门槛的
不断降低 ， 那些个人制作或机构
化生产的短视频 ， 是否会影响我
们对信息的掌握 、 知识的获取乃
至对世界的理解 ， 已经不仅仅是
一个行业内部的问题 ， 而是需要
整个社会来积极面对的重大问题。

视觉媒体无疑具有信息传播和知
识学习的功能 ， 却也对高质量信
息的获取 、 检索和判断带来了挑
战 ， 特别是完全无法把握复杂议
题的短视频信息 ， 是否会对我们
深刻思考的习惯和模式产生消极
的影响 ？ 我们在分享视觉媒体和
算法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 ， 也许
应该批判性地拥抱智能技术带来
的效能 ； 在推进数字文化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的同时 ， 也许应该
客观理性地享受数字文化新业态
的红利。

（作者为上海文化研究中心副

主任，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规模、 体量和增
长速度均动能强劲

产业端： “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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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 IP 线下反
哺， 激活新消费活力

“客厅经济” 重新
回归大众的视野

内容的视频化正
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不同于以往大规模的旧城改
造 ， 如今的城镇微更新更注重
“细微之处让老百姓更满意 ”。 这
也是一种挑战 。 笔者几年来的跟
踪调研发现 ， 街道座椅通常被设
计师 、 建设者所忽略 。 事实上 ，

美国著名设计师劳伦斯·哈普林早
在 1963 年就提出一个观点， 街道
座椅设置的数量和品质就能体现
一个城镇对人文景观的重视与否。

当世界从传统的物质功能时
代转向更高层次的情感体验时代，

街道座椅也就从满足功能需求转
向文化情感诉求。 有特色的街道座

椅可以唤景 、叙事 、生情 、传神 ，成
为一道城镇流动的生活、 情感、记
忆风景线：于细微之处传递城镇的
记忆信息，于可见之处讲述城镇的
生活故事，于无声之处流淌城镇的
文化底蕴，于悄然之中彰显城镇的
人文精神。 试举几例：

上海长宁区有条不起眼的但
有着悠久历史的法华镇路。在法华
镇路535号附近有一道独特的校园
文化围墙。 让人惊叹的是：沿街的
围墙设计有意识、间断地折出零星
空间，面向步行道设置一排木制的
朱红色“美人靠”座椅，开放分享给
路人。 早上或傍晚时分，常看到行
人坐在长椅上小憩一会儿，或独坐
打电话 ，或静坐看街景 ，或两人偶
遇聊天等等。 这些与围墙整合在一
起的“美人靠”座椅并不夸张，也不
奢华 ， 但彰显的是一种边界的包
容、一种都市的温度：人与街道、人
与人、街道与社区的和谐共处。

英国第一个新市镇 “韦林小
镇 ”是一个著名的花园城镇 ，小镇
中心有一片迷你的绿色开放空间。

小绿地的东侧是邻里中心，南侧是
居住社区，西侧是敬老院以及一片
种植地。 在小绿地的南侧，设计师
为社区居民设置了一个褐色的现
代户外座椅。 从座椅的表面痕迹来
看，这把座椅使用频率较高。 就在
这个不起眼的座椅靠背上镶嵌着
一块巴掌大小的简易铭牌，上面写
着：为了纪念“安·查普曼”。 它不经
意间告知每一位小镇的老人、新人
或者匆匆过客：请记住这位曾对小
镇有重要贡献的人物。 这份社区的
感恩之情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 不
是刻板的口号教育、不是高大上的
纪念馆或纪念碑，而是一把极其朴
素的座椅：让路人在获得片刻休息
同时，设身处地感知“受恩”的热度
与意义，进而潜移默化地传递这份
情感。

克拉科夫郊区街是华沙最古
老的步行街 ， 长约 1 公里 ， 连接
着华沙老城 、 皇家城堡 、 华沙大
学以及安放着肖邦遗物的巴洛克
教堂等。 2006 年至 2008 年期间地
方政府进行了保护微更新 。 其中

一项内容就是提升完善街道家具。

沿着步行街的花岗岩人行道 ， 增
设了一些造型简约 、 用材考究 、

黑色的长条形座凳 。 新增的座凳
进行了以城市记忆为导向的全新
设计 。 凳面中间刻着一张关于肖
邦生活轨迹的记忆地图 ， 左边刻
着相关景点的文字介绍 ， 右侧设
置了一个独特的按钮与二维码 。

座凳下面设有微型音响 。 行人一
旦扫描二维码或者直接启动按钮，

就会传出美妙的肖邦钢琴曲……

伴随着这些动听的音乐 ， 行人可
以循着这些座凳视觉坐标去追寻
肖邦的故事与城市记忆线索 ， 去
发现华沙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中的
精神价值。

伦敦牛津街上的座椅则是另
一种景象 。 这些座椅的设计从单
个街道家具走向了系统的服务集
成 。 街道座椅将烟灰缸 、 灯具 、

直饮水机等设施融为一体 ， 并可
扩展采集数据信息功能 。 数据包
括座椅本身的信息 、 城市环境信
息以及街区历史文化信息等 。 最

有创意的是 ， 座椅将相关区域内
的其他街道家具进行系统构建 ，

重新构成了一套整体的信息服务
系统 ： 包括地点定位 、 路线 、 地
名 、 设施 、 使用状况等数据 。 通
过座椅等一系列的街道家具串联
起数字地图 、 情感记忆 、 社区交
往与街区设施等 。 这套旨在 “鼓
励步行、 永续发展” 的服务系统，

最终要把伦敦塑造成一座适宜步
行的世界级创意城市。

当然 ， 一个合理的街道座椅
设计不是拆除重建或者全盘推翻，

而是通过公共设计战略 、 信息系
统设计 、 街道导则设计以及基于
地域文化记忆的交互设计 。 创意
的系统设计将进一步提升街道座
椅的高度 、 精度 、 温度与厚度 ，

进而使得街道家具更具人性化 、

更具故事性 、 更具人情味 、 更具
亲和力———见微知著， 为大于细；

一叶知秋， 一椅而窥见城镇风景。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

院教授、 城镇空间文化与科学研究

中心主任）

◆线上 IP 的线下反哺， 成为激活文化新消费活力的有效路

径。 网络视频、 网络游戏可以借助限时快闪店打破互联网壁垒，

开启一种全新的数字文化消费趋势。 在网络视频用户活跃度提升

的同时， 多屏互动正在推动客厅经济的回归。

《销声匿迹 ：数字化工作的真
正未来》（【?】 玛丽· L. 格雷 /

【?】 西达尔特·苏里，左安浦 译，

世纪文景 |?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10月）

人类学家玛丽和计算机科学

家西达尔特联手，揭露了人工智能

和数字经济背后隐藏的人类劳动

力。这支看不见的线上就业大军正

不断扩张，它既不存在于现有的法

律中， 也未得到固有文化的承认，

而算法无意识的残酷又带来了诸

多未知。新的数字流水线上的工人

们彼此并不相识，他们的不可见性

使他们成了幽灵。格雷和苏里让我

们能够看到他们， 与他们共情，通

过强调人工智能如何依赖于人类

劳动，以及对于提供这些劳动的生

命的丰富描述，作者们提出一个有

着牢靠基础的面向改善和行动的策

略工具包。

《文明的地图 ：一部丝绸之路
的风云史》（张信刚 著， 中信出版
集团，2020年12月）

作者对 “一带一路 ”各区域的

历史、政治、文化有多年深入研究，

并进行了实地考察与寻访。 他从丝

绸之路的历史变迁、 地缘政治、文

化脉络等角度展开 ， 从历史与现

实、国际与国内两种角度深入剖析

“一带一路 ”的昨天 、今天与明天 。

在他看来，“一带一路”的提出不仅

是中国应对全球形势变化、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也是

对丝绸之路的历史与文化传承。

《文化失忆 ： 写在时间的边
缘 》 （【澳 】 克莱夫·詹姆斯 著 ，

丁骏/张楠/盛韵/冯洁音 译 ， 北京
日报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

作者用了四十年时间完成《文

化失忆》， 由百篇历史人物评论组

成， 除了那些醒目的路标式人物，

更多的是被留存在遗忘边缘的名

字。 二十世纪几次大灾难历尽生死

存亡 ， 无数人消失在晦暗的断裂

中，更多不合时宜的事实经过筛选

淬炼，重组为我们所知的历史。 本

书试图召回、感知和审视二十世纪

动荡的精神生活 ，捕捉 “一场盛大

对话的边角”，以此抵抗遗忘，并重

新建立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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