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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走在2023世界设计之都大会现
场，记者真切体验了一把“移步换景”——

循着丝竹之音，能从中国船舶馆“瞬间移

动”至古老的敦煌遗迹；步入“数字林”，

又被设计“传送”到未来生活场景之中。而

无论是传承千百年的非遗技艺还是生成式人

工智能（AIGC）的应用，“中国设计”都在
向外界传递着文化自信。

融合传统与现代，老手艺玩
出新花样

盛唐韵彩系列、限量版锦绣山河系列、

联名款金桂结香系列、限量联名款耄耋童心

古筝……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此次带来了近

40款乐器，一展老字号品牌的传承与创
新。其中，锦绣山河系列乐器可谓是“镇馆

之宝”，古筝、琵琶等乐器上都绘着古香古

色的国风山水画，灯光映射下，乐器还闪烁

着粼粼金光。

“这一系列是由上海工艺美术大师翁纪

军设计创作的，以乐器为载体，表现祖国山

河之美。”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技术

装备部经理钱冰菁介绍道，参观者在现场还

能观赏民乐演出、体验非遗技艺，还可以制

作二胡蒙皮和其他小乐器。

本届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上，来自老凤祥

的作品《凤舞九天》国潮婚嫁五金甄选获评

“上海设计100+”。据介绍，该作品以传承
百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造型基础，

糅合5G璀璨金工艺、激光切割、炫彩拉
丝、足金蕾丝、3D打印技术等独特新颖的
工艺，尽显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创新是品牌最重要的灵魂。”设计者、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雯告诉记者，老凤祥拥

有多项自主研发的专利材料及自动化设备，

在持续推陈出新之下，几乎囊括所有国家级

品牌荣誉，并入围由国际权威机构评选的各

项榜单，包括“全球高档和奢侈品牌价值

50强”“全球100大奢侈品公司排行榜”等。

“数字林”里，普通人也能过
把漫画瘾

主展区核心区域长出了一片“数字

林”。据了解，这里生长的是一片郁郁葱葱

的数字设计之树，展品被“镶嵌”在一棵棵

树中，树冠顶部呈现了包含未来健康、未来

智能、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材料“五

大未来产业”在内的20个产业与AIGC数字
设计结合的案例；中部部位对应20个品
牌，记录着AIGC数字设计催化产业的案例
实践；而在底部，观众可现场参与20个
AIGC互动场景体验。

据策展团队介绍，这样的设计旨在传递

“每个人都可以是创意大师”的理念，即使

是不会使用专业设计工具的参观者，也能通

过互动场景体验网页、App、文创设计，甚
至画一幅漫画线稿或手绘。

在极越汽车展台，巨型的紫色机械臂“智驾之手”从天而

降，全球首台“AI汽车机器人”极越01就伫立在展台中央。
据工作人员介绍，极越01的造型以宇宙飞船座舱为设计灵
感，尽显未来感。同时，这也是一台“AI汽车机器人”，车内
搭载的高通8295芯片，让车主能够实时与车辆进行“交谈”。
值得一提的是，该款车型在业界率先实现了全域离线语音功

能，也就是说，即使在“弱网”甚至“断网”的场景下，也能

进行人机对话。

工作人员透露，“极越01”机器人美学设计已相继斩获德
国红点、iF和日本GOODDESIGN等3项设计大奖，成为国内
首个同时获得全球顶级设计大奖“三冠王”的车型，也是业内

唯一整车设计同时获得3项国际大奖的品牌，中国汽车品牌设
计的创新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精彩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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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改变了什么”系列报道④

■本报记者 张天弛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佳节到来，上海街头到处是亮丽的

“中国红”,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今天，当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带着沉

甸甸的收获，人民共和国迎来74周年华

诞。盛世佳节，神州大地处处回响深情的

祖国颂；“丰”景如画，浦江两岸满目飘扬鲜

亮的中国红。在这特殊的“中国时刻”，我

们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

安康！衷心祝愿上海的明天更加美好！

信仰的力量，转动一个国家的命运齿

轮；奋斗的成就，托起一个民族的复兴梦

想。74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砥砺奋进，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成功开辟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神州大地换

了人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事实证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

而且走得稳、走得好。74年来，改革开放

45年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1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

世瞩目的成就，国家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梦想从未止步，祖国日新月异。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国发展进入战略

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

多的时期。走过万水千山，我们更加清醒：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准备付出更为

艰巨的努力；穿越惊涛骇浪，我们也更加坚

信：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复兴，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上海的命运始终与共和国休戚与共。74

年岁月如歌：迈过4万亿元台阶的全市生产

总值彰显全球城市的“吨位”，更加宜居韧性

智慧的城市见证“人民城市”重要理念践行，

“一江一河”滨水空间的蝶变使人们有了更多

获得感，“舌尖上的进博会”将全球美食带上

寻常人家的餐桌……而越来越多的“上海指

数”“上海标准”“上海方案”，标志上海更深地

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上海故事承载着一个

国家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记录着“中国速

度”“中国奇迹”的精彩。

历史长河翻滚着往昔辉煌的浪涛，时代

琴弦弹奏出今朝奋进的旋律。上海自贸区深

耕改革“试验田”；“强磁场”引得人才“聚上

海 创未来”；优化的创新生态孕育“核爆点”；

把城市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重要载体，坚持

“四个放在”，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强化“四

大功能”，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继续当

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努力把

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持之以恒细化

为“施工图”、高质量转化为“实景画”，“施工

队长”们正全力以赴。万千普通人的日常，描

绘出最真实、最动人的奋斗者群像。

历史由进取者创造，时代由奋斗者书

写。迈向未来，时代赋予我们见证新奇迹的

光荣与梦想，更赋予我们创造奇迹的责任与

使命。浦江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中

国式现代化的上海新篇章其征途必定是星辰

大海，其未来必定是其道大光！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四周年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上海新篇章

社论

让更多人以正本清源的方式了解上海

的空间、人、美食以及一切，我责无旁贷。

——俞挺

《梦想改造家》里容纳下四代同堂温情的

烟火水塔房、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一半是云

朵、一半是波涛”

的 地 下 公 共 通

道、“最美地铁

站”15号线吴中
路站、东滩农场

黄金晒谷场、“月

光宝盒”徐家汇

书院……行走在

上海，这些看似

不相关的城市空

间和坐标里，却

共同蕴藏着同一

款魔力——海派之光的轻盈与魔幻，让周而

复始的日子瞬间带上了“奇迹感”。这些“奇

迹”背后，都有同一位“魔法师”的存在——

他，就是俞挺。

俞挺，70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是
活跃在当代建筑设计界的先锋人物、是干货

十足的海派美食爱好家，更自诩为“魔都重

度热爱症患者”。他对上海的一切，故事、美

食、街景都有着真挚的热爱。在北京求学5
年、回到上海后，他开始了与这座城市融入一

体的设计人生。

喜欢上海，那些地方。

“上海的光和地中海的光是不同的。”俞

挺太熟悉也太挚爱上海这座城市了。2013
年，俞挺与妻子闵而尼共同创立了Wutopia
Lab先锋建筑设计事务所，致力“以魔幻现实
主义，创造日常奇迹”。图书馆、地铁、社区空

间……他带领团队运用建筑学手段，创造出

街头巷尾诸多空间氛围，让人眼前一亮，直呼

“惬意”。钟书阁松江旗舰店、朵云书院旗舰

店和朵云 ·诗歌书店等一系列书店的惊艳亮

相，更让大家啧啧称赞。

上海不仅成为国际设计大咖们的舞台，

更镌刻下属于本土设计师的“上海”味道。

2023年1月1日，在“海派文化之源”徐家汇
源，徐家汇书院开启，3D土山湾中国牌楼和
30米“上海最长书桌”更成为焦点。作为书
院的内部设计师，俞挺在《徐家汇书院是魔

法》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是有史以来第一

次使一个公益场所成为城中第一最热地标。

这就是图书馆的魔法。这就是上海的魔法。”

喜欢上海，那些人。

上海寸土寸金，如何在狭小局促的空间

里让人们依然生活得有尊严？俞挺一直在思

考。水塔之家于2015年设计并落成，39平方
米的梦想转身，触动了俞挺推动城市微空间

复兴的想法。他号召建筑师一起来，主动发

现身边的空间加以设计改造，让这座城市有

老房子的味道，又有新创意的设计。

喜欢上海，那些美食。

凭借着建筑设计师特有的理性追根溯

源，俞挺写下了《上海小吃指南》，推荐300多
种上海小吃。建筑设计语言的精巧装帧，让

许多人对这本小书爱不释手，成为城中热评

的海派美食书。

父亲制作酱油肉的做法依然深藏在他的

记忆中，“把猪肉浸在酱油中，用最江南的方

式调动这股子鲜香。或是用白酒浸泡出一坛

子酒糟肉，脂肪如白玉，充沛的酒香让人欲罢

不能。”

这本唤醒味觉记忆和具有强烈个人风

格的美食书，成了世界各地的人向往上海

的第一步，也成就了许多上海人深情的岁

月回望。

人物小传
俞挺，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学学士，同济

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Let’sTalk、

城市微空间复兴计划、WutopiaLab创始人。

俞挺：“魔都重度热爱症患者”的设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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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路

“太好逛了！”市民周女士一家发出感

叹，华灯初起，站在龙华会二楼廊桥上，正

面可对望千年古刹，俯瞰则发现，地上的商

业建筑以龙华塔为轴，如扇面般缓缓铺

开。此刻，这里人流如织，到晚上7点，每
家餐厅都会有排队。伫立千年的龙华古

刹、塔下的街巷式商业、木质架构的龙华戏

台和在地的庙会文化，构成了独一份的新

场域。

上海正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消费者对商业的期待值再度提升：千篇

一律的商场已是过去时，它必须要有强

烈的自我辨识度；商场可以在不远处，但

要能构筑起一种诗与远方的意境，在生

活之中又高于生活。而满足这样的需

求，既考验在地文化的挖掘与艺术重构，

更考验文化浇筑下的内容创造，是对商

业跃迁的一次洗礼。

独一份的自我辨识度

到今年年底，上海3万平方米以上的
规模化商场将超过400家。目前，新一批
商业体大部分已揭开面纱。无论是春节期

间开业的百联ZX创趣场，“五一”期间开业
的蟠龙天地，或是9月26日新亮相的龙华
会，都有一个显著特点：自我辨识度极高。

龙华会在设计之初，就将自身辨识度

与已有1700多年历史的龙华古刹紧紧捆
绑在一起，形成多层次、多维度呼应。走进

龙华会的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通过地下

通道，仅一街之隔的龙华寺与龙华会不被

往来的交通所阻隔，一楼的草坪与木结构

“塔影”艺术装置、二楼的多座廊桥，都是拍

摄龙华塔的绝佳位置。而在商业方面，非

物质文化遗产“龙华禅食”被请入龙华会，

“龙华妙会”市集则让人很快能联想到过去

的龙华庙会。

这般语境之下，龙华会就构画出一个

全新场域。步入其中，它在无形之中成为

属地文化的“向导”，像“时光代理人”般向

游客缓缓讲述龙华千年沉淀的前世今生。

“我们不仅希望用建筑体本身给消费者带

来别样的视觉冲击，更希望通过悠久的历

史积蕴、文化的多元视角，使新型商业空间

产生更多文化魅力。”龙华会首席合伙人范

明韬表示。

今年“五一”期间开业的蟠龙天地，同

样有着清晰的辨识度。复原旧时蟠龙镇的

历史风貌、按照古制疏通水道、还原“九龙

一凤”10座古桥……当消费者走在旧石材
铺就的石板路上，抬头看见有着历史印痕

的青瓦屋檐，就已走进艺术重构后的江南

古镇，这也是蟠龙天地想要创造的“微旅

游”新场域，它只在此处可得，却有“生活在

别处”的意境。为此，开发商瑞安集团在构

画5.3万平方米商业空间之前，甚至还编了
一本《蟠龙新志》，用地方志的形式把商业

与在地文化更紧密联系起来。

在地文化的艺术重构

漫步龙华会，关于龙华地区大量历史

素材、人文图景的收集，在商业体的各个角

落随处可见。往上探寻，清朝乾隆年间《申

江竹枝词》中写下“浪堆载得钟声去，船过

龙华十八湾”。而在当下，世人对它有新的

注解，现场《龙华的记忆》驻地创作展中，创

作者认为，在地文化是一种流淌的状态，

“通过人的流动将空间带向远方”。龙华会

的绝对主力店“在坔ZAIDICENTER”集结
众多本土独立设计品牌，同样希望让人作

为空间的翻译，用崭新的叙事语言“重现塔

下的生活方式”。

“各具内涵的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是新型商业在地化和差异

化的重要起点。”有分析人士认为，要达到

商业的自我辨识度，对于在地文化的挖掘

和重构变得至关重要。在地，既来自于立

足在地的场域精神，也来自于关注在地的

运营脉络，“人们对在地的认知，正在通过日

常、文化、审美的个体感受变化，重构产生出

不同的理解”。

龙华庙会是始于唐代的在地文化，商场

对庙会的挖掘翻出了老人的记忆。记者在现

场碰到结伴而来的黄阿姨和陈阿婆，前者40
年前来到龙华定居，后者在这里住了60多
年，两人登上最高处，显得十分激动，“三月

三、上龙华、看桃花、逛庙会，老早一到庙会，

沿街马路上就人山人海，现在这个场景又回

来了，太热闹了”。

但老人记忆中的庙会，已通过新的叙事

语言蜕变焕新。开街后的主题概念“龙华妙

会”，包含戏曲观演、《中国奇谭 ·鹅鹅鹅》上海

首秀、龙华戏台及塔影打卡装置等，同时，穿

梭街巷与河边的市集，也引入很多新的品牌

和商品载体。商场负责人说，在地文化始终

是一条线，龙华会里特有的香氛品牌、在地美

食，以及提取在地元素的桃花酥等衍生商品，

无不是与在地文化的交融与深度共创，并以

艺术重构的方式吸引拥抱年轻人。

从“在地”到“在场”

在地文化的挖掘，为商场找到了深度的

情感链接，但要取得成功，还有关键的一块拼

图——即从“在地”转向“在场”，只有当消费

者真正走进商场沉浸式体验，产生消费力，才

能为商业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

从“在地”到“在场”，新场域里的内容创

造格外重要。这个国庆假期，蟠龙古镇就推

出不少新内容与体验：《开目剧场》沉浸式展

览利用了陈家祠堂的空间；水乐蟠龙音乐季

邀请“昆曲王子”张军站在始建于元代的香花

桥上演绎《春江花月夜》；蟠龙水集每两周更

新一期，重现江南生活方式……此外，放河

灯、摇橹船等活动也吸引不少游客穿着汉服

来“打卡”。

仔细观察这些活动，它们大都是以“在地

新生”为理念，利用蟠龙天地的江南古韵特色

演绎而生，与“此时、此景”共融。在瑞安新天

地商业总监陈纯看来，顺应当下新兴消费场

景趋势，结合在地文化的挖掘，焕新与众不同

的内容体验，将是未来商业创新领域的重要

方向，也将通过差异化商业内容助力提升区

域经济活力。

龙华会从开业伊始，同样探索着“在地文

化”浇筑下的内容输出。自古庙会和戏台是

很多人记忆中的民间文化盛宴。在二楼露

台，商场运用始于宋代的“垂花柱”设计构件，

打造了开放式的“龙华戏台”，记者实地体验，

从商场多个空间都能看到“在场”的演出。一

旁，排片表十分醒目，从9月26日到10月4日
有20多档表演，覆盖京剧、越剧、沪剧、民乐
演奏、皮影戏等，过往的记忆与今天的生活，

在一方戏台悄然相会。

本质上，今天商业空间想要打造的新场

域，早已不满足于物质商品的富足，更看重消

费与在地文化的契合，并为之注入丰满的“在

场”内容，以此创造出独一份的“诗和远方”。

今天的商业空间已不满足于物质商品的富足，更看重消费与文化的契合

新场域之探：在地化商业构画“诗与远方”

■上海新商业“通关密码”系列②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作为沪上首座对

望千年古刹的街区商

业，上海龙华会将打

造成一座集民俗故

事、文化碰撞、青年潮

流、绿色生态于一体

的城市理想街区。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征集渠道：xhsh@whb.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