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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部作为中国的“腹地”，在地理、历史角

度都有着独特且重要的意义。西部设计以西部文化为依

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多元性和活态性，形

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此次“腹地智慧：站在西部看中

国设计”学术论坛，通过跨界交流的方式，讨论中国设

计的方法与态度，反思存在的问题，探寻中国设计的未

来发展之路。

关键词：西部，设计。

Abstract:As China’s “heartland”,the west has a unique and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geography and history. Western design which is based on western 

culture has distinct regional, national, diversified and flexible character, what’s 

more, it has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The Heartland’s Wisdom is an academic 

forum to discuss the means and attitude of Chinese design, rethink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and explore the way of Chinese design in the future though the method 

of cross-border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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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胜峰：从西部出发

采访者李敏敏、张昱文（以下简称

“采”）：首先热烈祝贺“腹地智慧：站在

西部看中国设计”学术论坛圆满结束。我们

想知道，是出于怎样的契机使四川美术学院

开始想要举办这样一次论坛呢？

段胜峰（以下简称“段”）：当前，中

央为深化扩大对外开放，提出了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

路”战略构想，这一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谋

划和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对提升我国对外

开放水平、拓展发展空间、促进东西部协调

发展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也因此得到了

社会各界、各行各业的广泛重视。正是在这

样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开始想要从西

部的角度出发，以全球性的视野,结合本土

的行动，来研讨和展望中国设计的未来。

采：本次论坛以“腹地智慧”为名，那

么对于“腹地”一词，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段：我倾向于把西部地区称为中国的

“腹地”。

从地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山川形

势大都源于西部”。从珠穆朗玛峰到长江、

黄河，都是由西部延展出来的。西部是中国

的形势所在，是战略纵深之所在，如果失去

西部就没有中国。晚清时期在“海防”与

“塞防”之间选其一，最后也是决定做“塞

防”。说明西部在地缘上的重要性。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上下五千年，有

三、四千年的文化积淀都是以西部为中心。

它不仅是始于西安的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

地，还孕育出独具地域文化色彩的西南茶马

古道——南丝绸之路，因而成为欧亚文明在

中国境内交流融合的桥头堡与走廊。

作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丝绸之路昭示出古代欧亚文明交融的必要性

和必然性。而当今，“一带一路”战略也不

仅仅局限于经济和政治层面，它更加充分地

继承和弘扬了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历史价

值与文明交融理念，积极地追求文化的互利

共赢。占据地理要冲的西部地区无疑能够近

水楼台先得月，迎来产业升级、资金扶持、

人才培养、对外开放等文化设计发展的历史

性机遇。西部地区无论在文化还是设计上都

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我们不能因为东部

沿海的产业发展而忽略西部的声音。反过来

看，西部文化设计的发展也会稳步提升西部

地区乃至全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泛欧亚大

陆的文化交流、融合、合作和共赢。

因此，可以说，西部是中国的腹地所

在，在我国崛起的过程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

的地位。而从文化形态来看，它也是中国文

化的命门所在。

采：在您看来，西部设计有着怎样的特

点呢？

段：首先，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占据

了中国的大半壁江山，既有无垠广漠，又有

青山秀水；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既有

厚重悠久的传统文化，又不乏绚烂多彩的民

族文化；加之大资本的介入、时尚的冲击较

少，经济相对欠发达，原生文化形态得以很

好地延续下来。西部设计在这样的土壤中孕

育而生，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多

元性和活态性。

同时，西部设计还具有极强的开放性。

西部设计力量积极与东部地区开展交流，相

互学习，以谦逊开放的心态促进双方的共同

进步，同时“开眼看世界”，注重国内外不

同文化意识形态下设计的互通，取其精华，

为我所用，紧跟世界潮流。正因为如此，西

部设计兼具了极强的开放性。

值得一提的是，西部设计的学习与发

展并不是“拿来主义”的生搬硬套。众所周

知，我国东西部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无论

是政府的扶持政策，还是社会人群成分，抑

或文化传统，都不尽相同，因此，西部直接

照搬东部模式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

西部设计者们一方面反思在东部地区业已显

现的问题，同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开辟出

一条与众不同的崭新设计道路，在尊重原生传

统和文化基因的同时，充分考虑自身的社会经

济、文化现实需求，以此为基础，做延续文化

基因、贴近社会生活的踏实的设计，这样的

设计态度和方法为中国设计的发展提供了一

种极富参考价值的新模式和新思路。

采：四川美术学院坐落于重庆这座美丽

的山城，在您看来，站在西部发展和西部设

计的角度而言，应当如何定位重庆呢？

段：重庆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无

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地理上，它都有

着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我们常把重庆看成

长江经济带的“龙尾”，同时它又是长江上

游航运中心和西南地区的综合交通枢纽，拥

有联动东西、带动南北的区位优势，是西部

开发的重要支撑，内陆的开放高地。

我们知道，“一带一路”的着眼点并不

仅仅局限在经济合作，打造利益共同体上，

而是更看重文化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从而扩

大文化影响力，增强国家的软实力。重庆地

处东西部交界，是西部文化、教育和人才储

备的门户，近些年来在这些方面也确实作出

了不少的努力。向东，它以长江经济带为依

托，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学习，推动文化产

业的转型升级；向西，又以渝新欧国际铁路

联运大通道为依托，将西部各省区联通成一

个有机整体，共同加强与沿线国家地区的设

计文化交流合作，促进文化资源的整合和文

化产业的共同发展。

巴渝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色彩，保

留了大量的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值得我们进行深度挖掘，而这也是

整个西部地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西部设

计应以西部文化为依托，形成自身独特的风

格，而重庆应该成为西部设计进一步崛起的

发力点。

采：四川美术学院是中国九大重点美术

学院之一，也是我国西部艺术设计教育领域

的扛鼎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艺术设

计人才，在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很大影响

力。近年来，你们针对探寻西部设计的发展

之路作了怎样的努力呢？

段：四川美术学院1940年建校，至今

已历经了七十五年的风风雨雨，仍焕发出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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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生机。我们设计学科是从九十年代开始兴

办的，始终致力根植于中国文化基因、母语

符号基因的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创新特色

研究，取得了众多优异成果。

前面我也提到过，相对中国的发达地区

而言，西部地区不是大资本运作重点关注的

对象，与汹涌的时尚潮流也保持着一定的距

离。这使较为完整的原生文化和传统工艺得

以保留下来，也使得西部的设计实践能够保

持较为冷静的态度，在现实需求的语境中，

因地制宜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适度、可

行的方法。

四川美术学院艺术设计学科群敏锐地

认识并把握住了这点。就具体工作而言，近

些年来，我们陆续开展了《传统村落民居营

建工艺传承、保护与利用技术集成与示范》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绿色

设计与可持续发展》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大师进校园”设计人才培养》国家艺术

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科研项目，建立了“长江

上游民间艺术研究所”，希望探索出具有

“中国原话语”特征的，对接“一带一路”

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乡土再造”协

同创新学科理论与实践研究体系。经过近年

来学院师生的不断努力，该体系已初见雏

形。

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为西部设计

文化的传承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平

台，同时也为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重庆建设国家绿色生态廊道提供了设计理论

与实践的支持。

采：本次论坛不仅邀请了国内外知名设

计研究者和设计师，还请到了不少优秀的政

策智囊、企业管理者、投资专家和知名媒体

人。邀请这些“非业内人士”的参与是出于

怎样的考量呢？

段：在此，我想强调当下十分流行的一

个词——“跨界”。设计不是自我运转的单

一体，它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技术等因素

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影响着社会生产与民生

生活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和促发社会的创

新与设计。

我们举办这次论坛的目的也并非就设计

论设计，而将从社会、经济、文化等不同角

度切入，探讨设计与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

从而探索新的设计思考与协同创新。这种“跨

界”的学术交流将使设计焕发新的生命力。

采：最后，请您谈谈对“腹地智慧：站

在西部看中国设计”学术论坛的展望。

段：本次论坛只是一个开始，一个引

子，我们期许能够以西部设计的实践与经验

为序，引发关于设计本质与设计智慧的深层

思考，通过跨界交流的方式，来讨论中国设

计的方法与态度，反思存在的问题，探寻中

国设计的未来发展之路。

方晓风：站在西部看设计

“西部：一个设计反思的视点”。为什

么要选择西部这个话题呢？因为去年来川美

以及其他几个西部地区的一个突出感受是：

主流的设计专业媒体里，西部都没有得到

很好的关注。我们的主要目光投在了东部地

区很时髦的设计上面，而这些时髦的设计又

是来自于对西方的模仿复制。而在西部，我

们反而能看到很多很鲜活的、有生命力的东

西。今天在东部地区很多已经沦丧的东西，

可在西部仍然保有。

以往谈西部可能经常是把西部作为一个

落后的代名词，或者说以前搞西部开发是一

种东部地区要帮助西部地区的概念。但是以

后希望它成为新的契机，希望东部地区的人

更多地关注西部地区，不是帮助而是从中学

习。西部发展模式是不能模仿东部，这条路

实际上走不通的，但是已经开始走了。

最后一点是关于文化立场的问题。一个

大的问题是我们渐渐地忘记或者忽略了我们

的文化立场。我们实际拥有非常丰厚的历史

资源，但在渐进开发模式中忘记了自身，所

以我们需要再次回到西部，重新认识自己。

如果对文化立场没有一个清晰地认识，西部

所谓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否定的开始。

郝大鹏：重回土地——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

四川美院身处中国西部腹地，整个营建

是智慧营建。这几十年，中国的大学建设是

突飞猛进，但是建设里面出现很多高大上的

大学校园和欲望膨胀、自我意识增强。这种

膨胀，也使大学的精神在迷失。

那么大学因何而生？大学校园因何而生？

大学校园建设也应该作为城市设计的实验室，

为社会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做积极的探索。所

以，在我们建这个校园的时候进行了很多思考

和探索：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

里去？我们做了什么事儿？我们回应了什么东

西？我们认为要认真地重回土地。 

四川美院的传承从未止步。如何担当起

大学的使命和责任，已经不是简单的造一群

房子，完成一些功能使用的要求。实现对生

态文化理想的坚守与追求，为可持续发展贡

献力量，需要我们在设计、建设、管理等方

面付出极大的勇气精神与智慧活动。在使命

和责任上面，四川美术学院还任重道远，我

们希望把西部所研究的、所创新、所传承的

东西广泛地向东部乃至于全国、全世界推广

出去，我们的工作才真正有价值，我们的劳

动才有真正的回报。

曹增节：博弈情景下的设计理想与行为选择

现在我们设计师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

一个最好的时代！那么处在多重力量的博弈

状态之间，我们该怎么来影响社会，实现自

己的理想？

中国设计市场是一种特殊的市场，是处

在多重博弈力量过程中间的综合复合体，政

府的诉求、企业的诉求和原住民的诉求是不

一样的。当我们要保护历史文化，同时又要

兼顾商业开发和保护原住民利益的时候，设

计师该怎么来选择，我们怎么来做？

作为一个设计师应该要有理想，我们仍

然保留一种人文情怀，在商业大浪潮中间，

该怎么敬畏历史，保卫文化传统；怎么承担

社会责任，作为设计师，怎么能够让原住

民，让老百姓的利益在我们设计过程中得到

一定的保证。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能够做

点事情，作为一个有理想的设计师，有院校

所培养的理想主义，对不愿意做的事情，应

该说“NO”。

魏浩波：“木匠石工”—西线工作室“上山

下乡”系列之乡土场所制造工艺

关于城镇化以及美丽乡村的国家命题，

拥有众多乡土情的西部何去何从成了一个很

关键的因素。没有参照，从前的经验和西方

的经验都不能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

设计原点就是寻找面对西部乡土情的工作方

法。研究当中三个问题特别要注意：地缘秩

序、场所生产的技术与工艺和公共生存模型

的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探讨多种模式形

成了游侠的工作系统。工作系统正在完善，

西线工作方法是系统工作的研究和贯彻思

想。

通过这套工艺研究的发展，再反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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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义发展进程，会吃惊地发现，现代主

义这些东西以前都研究过只是我们忽略了，

比如场地的结构和场地的控制之间要看空间

组合，很多年前就提出了。我们乡土方式在

研究本土特殊结构，同时也要反思现代主义

它也在发展，北欧有很多现代主义和地理结

合很好的案子。现代主义其实还有生命力，

地域也是。两者互动，有可能找到某种既合

理，又合情的工作模式。

陈政：自主品牌的创新之路

中国有没有设计呢？ 

中国设计的现状正笼罩在山寨的阴影

中。特别是工业设计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土

壤，是掩埋在功利下的设计。十多年前，甲

方把设计看成是一张效果图，十年后，东部

一些地方把设计视为一种竞争资源或者竞争

力，整个国人对设计的认识是停滞不前的。

传播设计的视角也是比较功利主义的。中国

设计的出路在哪里？什么是西方现代设计背

景下的中国设计？什么才是中国设计的本

真？这种大环境下，中国的每一种设计都需

要重新定义。

走出山寨核心的阴影在于有自己独特

的价值观，通过设计行为体现出来。赢得客

户认同，自信地表达价值观，具备能力，具

备勇气，最终形成品牌。核心竞争力是持续

不断的，创新是唯一可以走出现在迷局的办

法。混乱的局面下需要我们沉下心来思考中

国设计的本真在哪里。

站在西部的设计人员不应该垂头丧气，

设计是可以兴国的。设计成为唯一能够代表

一个国家和品牌价值的手段。而设计行业的

振兴能够为整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发展带来

非常好的机会。未来的十年，对于整个中国

从业者来说，是黄金十年。探索整个设计之

路，是我们这代中国设计师的职责与使命。

马泉：视觉·空间·叙事    ——城市空间视

觉现状思考

我们生活在非常不满意的城市空间里，

谁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生活在当下，既回不到过去，也把

控不了未来。当下的问题，即使非常荒诞，

它也是一个历史的真实写照,我们就生活在

混乱和高速生长的时代. 

城市空间是巨大的容器，处于发展过

程中，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增加新的物质内

容，其物质形态系统包含了城市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它既有时间维度也有空间维度。

关注被毁灭的空间，如何在原有不更改业态

的情况下提升空间的品质，也就是城市商业

空间的视觉化。以问题为导向，讨论当下城

市化过程中，特别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

下，我们的特殊问题在哪里？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科技发展太

快了，所有问题造成空间的冲突与混乱的叙

事属性，不管商业的，还是文化的，城市空

间很难区分哪一部分是问题的主体，如何切

入才能改善空间的状态，如何使改善后的设

计具有相对的可持续性。城市作为一个对外

交流的核心场所，是表现一个国家形象的门

户，城市空间视觉的构建是城市形象以至于国

家形象的直观展现。因此，城市空间视觉质

量的优良是国家视觉形象构建的核心内容。

陆新之：设计无地域，创意改变西部

从非设计的角度来看设计与市场化结

合、与商业结合。现在大家都能感受到，不

管东部、西部、中部，地球已经很平了，这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年代是过剩的年代，信息过

剩、专业过剩、设计过剩。不跨界就没有影

响力，没有市场价值（不是说没有影响力就

没有市场价值），就没有存在感。在这个年

代不跨界，后果可能是致命的。跨界会改变

你看这个世界的方式，以前在乎的方法、设

计的思路、创业的标准可能都要变化。

移动互联网时代，第二大乐趣来源是失

控。什么是失控？失控就是去中心化，不按

常理出牌，各个事件之间没有线性的逻辑关

系。数据通信手段让一切都失控。所有互联

网公司比传统公司对失控忍耐能力都大，因

为适度失控并不是坏事。不管是创新还是设

计，跨界的市场化必然会面临大量的失控，

所有的失控对于年轻人来讲，都是机会。

个性很重要，但是只有个性又很无趣，

只有具有娱乐精神的个性化才有乐趣，才有

价值。除了个性，还要有娱乐精神，移动互

联网真是一个好玩儿的年代，你不颠覆别

人，别人就会颠覆你。

谢亚平：隐蔽的技艺

在十年前去了解手工技艺知识传递的

过程是如何完成的。我们难以了解到这一知

识的特殊性是什么。当然，作为一种知识体

系，手工技艺是我们对自然规律把握最基础

的知识体系。

以前书本教会我从文献当中能够去发现

技艺是什么，可是作为手工技艺知识体系究

竟有什么特殊性？回到对人的思考，人才是

技艺的主体。今天能看到所有的传统工艺不

是单一存在的，而是依托在一套非常完整的

生产链条上。地方性知识的微妙性在于地域

结合性很难复制，而工艺特殊性在于这种资

源性和具有当地智慧的原创性很难再生。

以往的设计史研究非常注重物质化研

究，但是技艺研究让我们有了新的专项：

能不能回到造物原点产生一种新的当代的观

点？我相信工艺当中所蕴含的智慧，会在现

代设计教育中发挥作用。2014年到现在，我

和我的同事想要把工艺当中的特殊性知识放

到设计教育当中去尝试，我们找到了一种新

的开发并聚合当地人的社区合作机制并共同

探索工艺发展当中的问题。把同一个理论体

系带到最后的实践教育，从而探索出一个新

的技艺教育的可能性。

贝恩格·科睿格（Bernd Kracke）

作为奥芬巴赫学院院长，大家都应该或

多或少知道这所学校的历史。从包豪斯时期

的工匠精神，再到乌尔姆时期的科学与艺术

结合，再到今天，一直延续着这样一个教学

的传统。面对21世纪所迎来的是怎样的一个

挑战？包豪斯、乌尔姆都是手工业革命时期

的影响，这是当时的使命和挑战。今天21世

纪我们学院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数字化革命带

来的变革。

所有数媒革命带来的挑战和变革，包括

衍生新的科技，包括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交互体验。所有衍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包

括像带来的数媒革命，作为我们在数字革命

的大的背景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包括我们当

下的针对新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比方说日

常的体验。作为这个数媒革命背景下艺术板

块来讲，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代人对于数媒包

括新的技术工具所带来的日常的方方面面，

他们是比较人和人都要更敏锐。（整理者：

苟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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