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一则演讲视频在朋友圈热传——

同济大学副校长、设计创意学院教授娄永琪

被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成

为该校近两百年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一荣誉

的中国人，他在学位授予仪式的演讲中谈到，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用‘在一起’的精神共同

面对全人类面对的挑战，我们永远需要做的

比说的多，交付的比承诺的多，唯有‘在一

起’，我们才能更智慧……”

在学位授予仪式上，娄永琪被称为“中国

设计驱动创新、教育、产业合作和研究的开拓

者”“在学术、教育和社会层面作出了卓越贡

献”。除了教授，娄永琪还有很多身份：建筑

师、城市规划师、设计师、教育管理者等等。此

外，他还是众多设计创新项目的发起人。

近日，就如何通过设计让我们共同面对

全球性挑战、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如何让创

新设计教育在上海更好地发展，他接受了本

报记者专访。

设计让不同想法的人能“在
一起”共同应对挑战

问：您最近获得的这一荣誉学位对您来
说有什么特殊意义吗？您在演讲中，提出了

“‘在一起’的精神，让我们更智慧”，这背后关

联着哪些更深刻的思考？

答：这一殊荣不仅是给我个人的，也是给
所有中国设计社群的。回顾设计史，每个国家

的设计“起飞”，都是一个群体现象，也往往先

从设计教育开始。此次我获得这一荣誉，也是

因为几代中国设计教育人的不懈耕耘，使现

在中国设计驱动创新的教育、研究和实践在

世界上获得尊重，其背后可说是整个中国教

育、设计、产业以及中国科技的不断发展。

不同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和我们所面临

的独特条件，往往会催生独特的设计发展和

叙事。当下，我们一方面必须尊重这种文化和

生活样式的多元性，另一方面，要通过设计创

意，进一步推动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事实上，不论在什么条件下，中西文明交

流互鉴从来没有停止过。正如我在演讲中谈

到，1783年，第一台重要的飞行器——一个

热气球，就是由蒙戈菲耶兄弟用中国丝绸制

成，并使用中国纸作为内衬。

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很多事情变得更便

捷，但也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复杂性和新的挑战，

这些挑战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同一个世界”的

概念也属于每个人。必须强调的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问题，远比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分歧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们只有在一起，才能更智慧”。

问：现在设计潮流似乎是全球性的，那么人
类的审美和设计文化也是共通的吗？

答：我先讲一个例子。1858年夏天，英国泰
晤士河污染引发恶臭熏天，当时解决这一问题

的是一位工程师。他提出在河两岸修筑堤岸，堤

岸下修建拦截式下水道，从而改善泰晤士河的

水质。这不仅改善了伦敦的环境和公共卫生，还

对城市交通和地貌景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

说明，设计不仅是美化事物的手段，更是我们解

决问题和塑造生活的方式。设计一直和各类问

题如影随形，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也会催

生带有不同时代特征的设计。

人类对美好的感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

是共通的，比如联合国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都是全球性的。我们必须共同寻找创新的

解决方案，就像巴别塔的故事，如果今天还各说

各的故事，整座塔无疑将会垮掉。对设计师而

言，更需要用我们的创意，让信息被看得见，让

反馈可以被放大，让所有的行动和效能之间的

关系得以建立，让不同想法的人协同合作。

问：您多次谈到设计领域的变革会对全球
产生深刻影响，它在过去和当下如何推动创新？

答：设计和技术，都是突破式创新的重要推
动力，也是催生新产业、新经济的重要因素。20

多年来，设计的角色、使命、方法和工具发生着

巨大的变化。现在，设计逐步从“看得见的东西”

拓展到“看不见的东西”。后者可能更重要，因为

其中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包含社会导向、服务导

向、精神和文化导向、体验导向的经济。

更重要的是，设计正在经历从“创造风格”

到“驱动创新”的范式转型。从作为产业链和创

新链的一个环节，拓展到了为系统和全流程作

贡献，设计已经成为创新的第三种引擎，成为创

建可持续、以人为中心和创意型社会的重要手

段。因此，设计师越来越多地参与解决更广泛的

社会问题，以更好应对真实世界的挑战。

问：这也就意味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
的快速发展，使得设计已不仅仅是美学、艺术，

而是指向了更多时代和社会的新命题吗？

答：人类应对时代挑战、探索更好未来，就
是一个大设计的过程。作为全新的设计文化探

索尝试之一，2014年，我和几位学者一起发布

了《DesignX宣言》，提出了针对复杂社会技术

系统的设计。

设计永远和所面临的问题共同进化。科技

推动人类进步的同时，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

题。为更好服务社会，设计引导了创造性的解决

方案。当下，无人驾驶等人机交互的方式，就是

设计的典型应用场景，也让设计师不断开发新

的设计研究方法。面临不断出现的新挑战，设计

需要探索与其他学科合作的新方式。因为人类

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涉及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

和诸多的利益相关方，因此新的设计将更加直

面真实世界的挑战，更需要跨学科、跨文化、跨

领域，并且与新技术发展的联系更紧密。

上海这座城市就是最好的设计大学

问：您在同济大学担任设计创意学院院长
期间，对设计教育进行了诸多改革，并吸引了大

量国内外设计教育领域的优秀学者加入，您认

为现在中国的设计教育，还需要什么样的改变？

答：中国完全可以自主培养出有国际影响
力的学者，自力更生地建设出世界一流的设计

学科，对此我非常有信心。

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为设计教育的发展

带来动力。我一直认为城市是最好的大学，上海

这座城市就是最好的设计大学。我就深受过去

30年上海巨变的影响。从1991年进入同济大学

至今，我亲眼见证上海的惊人变化，地铁、跨江

大桥等从无到有。设计教育也一样，2013年，我

担任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时，这里只有

40名老师，没有博士点，没有独立的学院大楼。

5年后，学院已是亚洲第一的设计学院。

设计教育办学成功的关键是坚持自己的特

色和国际化发展。我觉得面对相同的挑战，不同

国家的年轻设计师们，必须要在一起持之以恒

地思考和工作，才能为解决问题带来创新的思

路和方案。

问：在上海，您目前有哪些设计研究和教育的
实践？未来，将如何通过变革引领设计教育的发展？

答：我现在最大的设计教育梦想就是把上
海这座城市做成一所真正的“设计大学”。

其实，在十年前，我就开始探索打破学校和

城市边界的“NICE2035未来生活原型社区”项

目，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一社区再生项

目，入选了英国设计博物馆全球未来实验案例。

其中意大利设计大师、孟菲斯创始人阿尔多 ·西

比克（AldoCibic）教授34平方米小屋的视频，

在网上一天就获得了破百万的点击量。

这个案例背后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不仅

推动社区从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末端走向前端，

成为“环同济知识经济圈”走向千亿级的全新

的设计创意策源地。这个项目也是一种“区校交

融、三区联动”的城市重构和再生的实验。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将居民的工作、生

活、创新创业、社交等内容集聚于5分钟生活圈

内，这不仅对城市生活品质有意义，也减少了很

多能源消耗。我认为，上海整个城市就应该是一

所没有围墙的创新大学。上海集聚了来自世界

各国的一流人才，他们正在开放包容的环境里

进行前所未有的探索实践。这样一个大的创意

社群是上海这座创新城市最宝贵的财富。

2023世界设计之都大会26日在上海正式

开幕，我有幸连续第二年担任大会的创意总监。

在我看来，上海办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就是要催

生和支持这个社群的成长，并为他们提供一个

思想交流、创意互鉴、未来洞察的全球共创共享

平台。这次大会将全面地呈现上海集聚的全球

设计和创意社群的万千气象，包括他们的思考、

行动、成果以及这个社群之间的互动共创。

——首位获得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荣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同济大学教授娄永琪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面对共同的挑战，唯有“在一起”才能更智慧

一团略显“过时”的毛线，除了成为精美

服饰外，还能激活哪些生活美学新表达？中

华老字号恒源祥给出自己的答案：传统“羊”

纹造型经过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生

成，以陶瓷吊灯为载体，结合传统青花瓷色彩

和毛笔线条，组成空间艺术装置《花的三重

境 ·繁光》。2023世界设计之都大会（WDCC）

今天开幕。首次参展的恒源祥展台上，这件

《花的三重境 ·繁光》吸引了众多视线。

以匠心巧思打开“脑洞”，着眼未来，2023

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以“设计无界、造化万象”

为主题，推出产业馆、时尚馆、设计嘉年华

等。展区呈现科技创新、高端装备、智能出

行、医疗健康、信息服务等领域的创新成果，

展现设计与不同行业的深度融合。

自2010年加入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

以来，上海创意和设计产业蓬勃发展，设计之

都建设成效显著。以设计为动能，上海正从

多个维度激发设计的产业价值，拓展设计边

界，激活万象新生、洞见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

以设计为源头，如何牵引核电全产业链数

字化转型？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携“国和一

号”先进核电型号亮相，展台呈现主控室、水下

换料、核岛鸟瞰等5种场景，观众能“走进”核电

站，沉浸式体验“国和一号”，从核电站“心脏”

“大脑”“大动脉”，到遍布核岛各处的“血管”“神

经”，打卡“国和一号”产业链自主创新成果。

随着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设计已成为“上

海制造”腾飞的翅膀。上海核工院重点展示了

自主研发、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星和智汇智慧核

电平台，瞄准核电产业链各环节数字化转型场

景，创新变革产业协同模式。展览之外，上海核

工院构筑了以“设计4.0”为牵引的全产业链数

字化协同体系，覆盖研发设计、设备制造、工程

建造、生产运维的全产业链环节，带动中国高端

装备制造能力加速发展。

国产大飞机也能“秒变”医疗机、灭火机等

专业机型。中国商飞带来了一系列“快改包”。

以“全时互联医疗快改包”为例，现场工作人员

介绍，该方案适用于各类机型，医疗电源转换装

置、ICU监护单元、诊疗桌等关键核心技术采用

模块化设计，均为100%中国制造，能满足个性

化改装需求，完善国内航空医疗救援网络。

“Hi，SIMO，打开车门……”展览现场，全球

首台“AI汽车机器人”极越01引发围观，大家纷

纷尝试用语音召唤AI伙伴“SIMO”，让车“动”

起来。就在本月，由吉利控股集团、百度集团联

手打造的极越01首批量产车正式下线，大算力

芯片、AI大模型“上车”，重构智能汽车生态。

携一系列智能出行前沿技术成果，“汽车机

器人”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国内首辆搭载高通

8295芯片的量产汽车、首个搭载百度Apollo高

阶自动驾驶系统，以大算力为基础带给用户毫

秒级“丝滑”极速交互体验，并具备高速、城市、

泊车等全场景智驾功能。值得一提的是，“汽车

机器人”是典型的上海研发、长三角智造产物。

得益于长三角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4小时朋

友圈”，极越01能在此找到几乎所有的上下游

供应商和合作伙伴，极大提升研发、生产效率。

前瞻设计的“科技范儿”也体现在高端医疗

装备领域。“用设计传递关爱、信任和尊重。”联

影设计创新中心子公司负责人刘旻恺介绍，现

场展示的一款磁共振设备uMROmega正是以

设计驱动技术创新，超越常规的75厘米超大孔

径和扫描过程中的沉浸式感觉体验，让大体型

患者、幽闭恐惧患者和孕妇等人群能够更安心

接受检查。另一款可移动式X射线机在行业首

创可视化曝光系统，可以用平板远程操作，有效

避免床边医护人员受到不必要的照射。

“人民城市”需要怎样的设计？设计如何赋

能高品质生活？展览现场，随处可见点亮未来

的匠心巧思。

兼具艺术性和烟火气的城市家具让生活变

得更温暖。坐拥全国首家“城市家具”公园，古

美路街道展出了一系列带有“幸福感”的城市家

具，记者在现场看到，“温暖随行”由椅子、无线

充电装置和智能“一键叫车”设备组成，可供人

就坐休息，也可以通过触摸方式实现“一键叫

车”，大大方便老年人出行。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这一系列城市家具可以如魔方般排列组合，

“变出”公交站、早餐亭，甚至外摆位咖啡厅，“温

暖随行”年内就将落地在合川路古美公园附近。

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呈现高端装备、智能出行、医疗健康、信息服务等领域创新成果

激活万象新生，洞见未来设计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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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储舒婷

■本报记者 周渊

娄永琪教授。 （采访对象供图）

于无声处，设计正融入和改变城市，城市也在滋

养和塑造设计。作为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的重要

成员，上海正以建设世界一流的设计之都为目标进

行不懈努力。在这个背景下，2023世界设计之都大

会今天揭幕。

设计是重要的产业推动力，是创新的源泉，也是

链接古今、融汇中外的传承纽带。它整合上海的独特

魅力与时代风尚，并通过奇妙的化学反应留下了一

些动人的故事。

“中国制造”自信的背后

全球第一台纯电动剪刀门敞篷跑车，纯粹的

上海设计、纯正的上海制造……刚刚问世的MG

Cyberster借助饱满的创新性与诸多上海元素的组

合，在欧洲引发惊叹，同时也给牵头设计该车型的

上汽设计中心总设计师邵景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成就感。

作为在汽车设计行业内打拼了几十年的老兵，

邵景峰将在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上为与会者介绍上

汽自主品牌名爵旗下的这款新跑车。他期待着在新

车亮相之际，自己能再次听到观众席上传出“哇”

的惊呼。

现在无疑是中国汽车设计师的黄金年代——邵

景峰作了如是判断。随着汽车行业逐步转向电动纪

元，中国车企打了翻身仗。技术和产业方面的优势，与

汽车设计上的大量投入结合，形成一种正向循环，构

成中国电动车全球性的竞争优势。在不久前欧洲主场

的慕尼黑车展上，这种优势让海外车企无比震惊。

当下，名爵针对海外市场设计的车型，已在欧

洲取得月销破万的成绩；即将发售的Cyberster跑

车，虽然销量未知，但在定价上依然显示出上汽的

自信——在英国，这款车的售价可能是国内的两倍。

邵景峰说，中国设计的车在海外飞驰，这怎能不

让设计师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自豪不仅来自销量，

更在于本土汽车设计的“中国式审美”成为被世界认

可的符号。多年前，邵景峰曾深深怀疑这一点是否会

发生，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上汽的这个故事，正是设计赋能产品的典型案

例。有数据显示，去年，上海创意和设计产业总产出

达到1.64万亿元，到2025年预计将跨越2万亿元大

关。设计绝不止于“巧思”，更是实实在在的国计民

生、国际竞争。正因为如此，上海正推动越来越多企

业，将设计作为提升产业能级、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力量。

驱动创新的“双轮”效应

设计与创新就像一对兄弟，都拥有敢于尝试前

所未见，并不被常规限制所束缚的勇气和基因。作为

国内高端医疗器械领军企业，联影医疗研发的各种

大型医疗影像设备，已打破跨国公司的垄断格局，浓

浓的科技感与设计感，是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力。

联影医疗曾通过“十年磨一剑”，研发成功核磁

共振核心技术，并拿下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在工

业设计领域，他们有同样的“十年磨剑”精神。联影医

疗工业设计部门负责人张军告诉记者，早在10多年

前的创业阶段，公司最高层就已前瞻提出，未来他们

要在医疗设备领域形成“像苹果公司一样的设计”，

拥有纯净、纯粹、极简的风格和绝佳的用户体验。

联影医疗之所以能成为国内磁共振设备市场的

领跑者，按照张军的说法，是技术创新和设计创新

“双轮驱动”的结果。特别是设计，它让科技不再冰

冷，赋予情感化和人格化的特质。总体上，联影医疗

也通过多年在设计上的布局，匹配了自己立志成为

世界级创新引领者的愿景。

设计不仅赋能大企业，也正成为上海创新创业

支持网络的重要一环。国内十佳工业设计公司“木马

设计”就与许多创业团队合作，帮“理工男”们寻找技

术落地的最佳场景。此次大会上，木马设计受邀参展

的4件作品中，有3件是与技术背景的创业者合作推

出的。“如果说科技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那么，设

计就是从1到100的加速创新。”木马设计创始人丁

伟阐述了设计对于创新的牵引作用。正因为如此，上

海才会积极构建相关公共服务网络，培育骨干设计

力量。统计显示，目前累计认定的市级设计创新中心

超过180家，涵盖工业、建筑、服务业、数字经济等领

域；另有超过200个市级创意设计的园区、楼宇、空

间，成为承载创新的重要载体。

跨越时空的文化纽带

百年老字号与时尚艺术家的碰撞，会产生什么

样的奇妙效应？在上海漕河泾的一个文创园区，著名

鞋服品牌“回力”刚揭幕了一个具有先锋色彩的艺术

展。他们邀请多位在新时代青年圈层中颇具影响力

的艺术家展出其代表性作品。展事定名“Cyclotron·

回旋”，策展人龚旭说，希望这个展览就像Cyclotron

（回旋加速器）一样，打通艺术与设计的边界，赋能品

牌和设计。

诞生于1927年的回力，正通过品牌与设计方面

的创新探索，为上海老字号拥抱设计新时尚留下代

表性案例。作为此次大会的战略合作伙伴，回力将展

出最新的“DESIGN系列”鞋款。而“回旋”艺术展就

像一个窗口、一个源头。一方面，这款鞋保留了上世

纪的回力WB-1跑鞋的设计元素；另一方面，它更是

创新——通过筹办艺术展，回力加强了与青年艺术

家的联动，并从中寻找合作者。某种意义上，此举也将

鞋变成了一个联接百年设计与艺术传承的特殊平台。

随着本土设计力量的发展，融汇“时尚”和“国

潮”的新美学，也正成为上海设计之都建设的重要课

题，夯实城市软实力的土壤。过去一年，上海发布“中

华老字号设计创新平台”，依托本地高校和企业的力

量，与上海家化、曹素功、周虎臣、朵云轩、民乐一厂、

英雄金笔、凤凰自行车等老品牌实现联动合作，取得

积极反响。接下来，这个“朋友圈”还会继续扩容。

回力创新中心的孙云博告诉记者，他们最希望

借助优秀的设计，与消费者建立长久以及深厚的感

情纽带。未来，回力将把优秀艺术家与设计师组成

“矩阵”，以他们独特的视觉表达，持续展现老品牌的

新生魅力。

    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今天在上海揭幕

“哇”的惊呼，来自设计的创新力
■本报记者 张懿

2023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今天开幕，黄浦滨江主会场创意设计

氛围浓郁。 均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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