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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眼中，设计是
什么？是一张海报、一
套 盲 盒 ， 还 是 一 件 服
装 、 一 座 建 筑 ？ 近 些

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设
计所涵盖的领域不断扩展。大到国家形象，小到衣食
住行，设计无处不在，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日前，在深圳举办的第四届中国设计
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就以上千件作品刷新了公众对
设计的认知和想象，彰显出当下中国设计喷薄而出的
创新活力。

回应时代命题，讲述中国故事

中国设计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 （以下简称“设
计大展”）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发起举办的设计类国家级
展览，每3年举办一届。本届设计大展由文化和旅游部
与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分为
主体展和湾区特展两部分，共计展出122个案例、1331
件作品，汇集了近年来中国设计与公共艺术的优秀成
果。

“本届设计大展集中体现了近年来设计是如何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面对大国
崛起、高科技发展、信息化变革、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生态文明建设、传统文化活化、红色文化赓续等
时代命题，中国设计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策展召集
人、中国美术家协会平面设计艺委会副主任、上海大
学国际公共艺术研究院院长汪大伟表示。

作为本届展览的“重头戏”，主体展分为“展现国家
形象”“推动产业转型”“助力文化建设”“引领社会风尚”

“改善生态文明”5 个板块，展出案例 96 个、作品 1050
件/组，展示了设计和公共艺术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
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重要作用。

展览以一系列国家形象设计开篇。过去3年，中国
经历了多个重大历史节点。中国设计师围绕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等重大活动以及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抗击新冠疫情等重大主题，用独特的中国设计语
言讲述中国故事，推出一大批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气
派、展现中华审美风范的优秀作品。

例如中央美术学院团队设计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活动标识，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
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核心元素，将“70”巧妙
设计成翻开历史新页的视觉效果。“7”的造型像节日的
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图案所在的
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
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上海大学上海
美术学院董卫欣设计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新馆门头
壁画、围墙装饰，采用黑色铸铁装饰，以抽象图形的
方式展现了 1921 年建党初期到 2021 年建党百年之间，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屹立东方。

除了回应时代重大主题，在 G20 杭州峰会、金砖
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国家重要外事活动以及北京冬
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中，设计也日益凸
显其重要性，并被世界所看见。策展召集人、中国美
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杭间
表示，近年来，中国国家形象设计特别是视觉设计和
空间设计正呈现出与内涵深度契合的全新面貌，助力
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结合科技发展，引领新风尚

科技与设计的融合，是本届展览的一大亮点。
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设计、火星航天服前

瞻性设计、水下机器人设计、智能物流系统设计、参数
化服饰智能设计机器人……本届展览中，科技元素随处
可见。无论是“推动产业转型”“助力文化建设”，还是

“引领社会风尚”“改善生态文明”，都离不开科技参与，
而科技的迅速发展，也为设计师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挥
空间。

“此次我策展的部分主要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成
果、数字孪生、智车形态、人机共生、智慧家居等多
个案例主题，展示了中国创新设计从‘追踪’到‘跨越’、
实现‘引领’的巨变。”策展人之一、中国设计智造大奖
秘书长王昀表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冬奥健儿们乘
坐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往返，车头图案是“瑞
雪迎春”，车身上印着“Beijing 2022”。该车组以现有

“复兴号”CR400BF型动车组为基础，在世界上首次实

现了时速350公里的自动驾驶，首次采用中国自主研发
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此次，“瑞雪迎春”版“复兴号”模
型，就陈列在展览现场。

在“复兴号”旁边是一套“火星航天服”。2021 年 7
月，中国空间站航天员首次出舱，航天员刘伯明站上
机械臂，进行首次人和机械臂的协同配合，全新一代

“飞天”舱外航天服也首次亮相。此次展出的“火星航
天服前瞻性设计”，正是“飞天”舱外航天服设计团队在
未来载人航天产品的创新设计。

不仅是大国重器，本届展览中科技与设计相结合
的案例还有很多，涉及方方面面。如苏绣非遗传承人
姚慧芬用新针法创作的苏绣作品，就运用了数字针法
设计。该设计为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与清华美院研创
团队对苏绣针法的拓扑学研究成果，成功将针法归纳
转化为函数，生成可以记录和创新针法的计算机程序。

“苏绣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累积了四五十种针法，现
在通过算法，通过学习型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可以
瞬间产生无数种新针法。苏绣与数字技术的结合，为
这一古老艺术开发出新的设计语言。未来，这种算法
还可以拓宽到其他绣种，甚至是所有纺织、编织领
域，比如织锦、竹编等非遗项目的传承传播。”策展人
之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陈岸瑛介绍。

彰显湾区特色，赋能美好生活

作为设计大展首次增设的项目，“湾区特展”受到
了特别关注。展览分为“魅力湾区”“共生湾区”“潮流湾
区”“视觉湾区”“创想湾区”5 个板块，展出香港、澳
门、广州、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优秀设计和
公共艺术作品26个案例，共计281件/套。

从人文情怀到工匠精神；从产学研+设计+制造业
的生态系统，到数字科技与湾区智能设计带来的无限
可能；从公共艺术介入乡村振兴，到潮玩品牌彰显湾
区时尚……“湾区特展”全方位勾勒湾区生活中无处
不在的设计力量。

“‘湾区特展’依托于设计大展的总体背景，突出自
身‘先行先试’的创新性、实验性、先锋性，着重呈
现湾区本土设计及公共艺术的鲜明特性。”策展人之
一、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学术总编辑张新英表示。

湾区设计有哪些特点？张新英认为，湾区在社会
治理、智能化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引领作用，同时
深圳、香港这些城市聚集很多年轻人，思维活跃，创
新程度很高。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湾区各个城市发展的互补性很强，在这
个背景下，湾区设计形成的集群是有特殊价值的，这
里的案例非常灵活、生动，也很有意思。”杭间表示。

2022 年是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
都”称号的第 15 年。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覃伟中表
示，本届展览的举办将为深圳注入更多的生机和活
力，以“深圳设计”更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市民高
品质生活、城市高效能治理，以公共艺术更好涵养城
市科学精神、人文精神、艺术精神。

“设计大展不仅是行业的专业性展会，也是时代发
展的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表
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体现了我们国家
不断增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高科技、信息化
的迅速发展，对设计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这一高
水平的设计大展能够引发公众对设计的关注与思考，
为中国设计的未来引领方向。”汪大伟说。

1331件作品亮相国家级设计大展——

中国设计迸发创新活力
本报记者 郑 娜

初 春 的 晋 西 北 ， 积 雪 尚 未
消融。

2 月 18 日晚，在山西省忻州
市静乐县文化活动中心三楼，一
阵阵饱含深情的歌声、乐声驱散
料峭寒风，情感的暖流与澎湃的
激情在现场交织涌动。

当晚，由中国交响乐团 20 余
位歌唱家、演奏家组成的文艺小
分队走进静乐县，开展2023年“我
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
动，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送到当
地老百姓身边。

量身定制音乐会

“2022年，党的二十大开启了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作为国家
级艺术院团，我们有责任将新时
代的主旋律传唱给更多基层老百
姓，展现中国人的精气神。”中国
交响乐团党委书记周宇说。

为了筹备这次演出，中国交
响乐团选调精兵强将，精心设计
演出曲目，安排演员阵容。与音
乐厅“大部头”交响乐及合唱编
制不同，为了更贴近生活、贴近当地群众，此次专场音乐会
安排了独唱、重唱、小合唱、室内乐四重奏等多种轻松活泼
的表现形式。

演出的 20 首曲目大多为老百姓耳熟能详，如 《茉莉花》
《梁山伯与祝英台》《花好月圆》 等中国旋律，莫扎特 《G 大
调弦乐小夜曲K525》、歌剧《卡门》选段“哈巴涅拉”、意大
利民歌《我的太阳》等外国名曲，《走西口》《想亲亲》《桃花
红杏花白》 等山西民歌，《不忘初心》《跟你走》《天耀中华》

《新的天地》等主旋律歌曲，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
“我最喜欢四重奏版的 《茉莉花》。这首曲子改编后和我

以前听到的 《茉莉花》 不一样，没想到小提琴、大提琴和中
提琴一起演奏出来这么好听。”忻州市现代双语学校五年级学
生曹钧昊说。

让静乐县二中校长赵文堂最为动容的是 《跟你走》 这首
歌曲。他说：“这首歌的歌词写出了我们与党之间的血肉亲
情，写出了我们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歌唱家的水平很高，唱
到大家心里去了。”

“裁一片白云我跟你走，洁白的情愫请你收。折一根柳枝
我跟你走，把春色带到天尽头……我跟你走，跟你走，跟你
走就是跟着那春光走。”在男高音歌唱家赵玉龙细腻的演绎
下，歌曲《跟你走》将满腔赤诚的家国情缓缓倾诉。曲终，沉
浸其中的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大家高喊着“再来一首”。

看到这样的场景，静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宋晓玲感慨道：
“今天，现场观众中有一线教师、医护人员、园林环卫工人、先进
模范等400余人。场外还有更多人在观看直播。中国交响乐团
文艺小分队以他们真挚的情感和高超的水平，给大家带来了
一堂生动的艺术普及课、爱国教育主题课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宣讲课，陶冶了我们的艺术情操，为我们注入了精神力量。”

贴近人民，贴近生活

当晚，由中国交响乐团文艺小分队和静乐教师合唱团联
合演唱的 《七色藜麦七色光》《今朝》《领航》 将音乐会推向
高潮。最后，在全场大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 中，音乐会落
下帷幕。

演出结束后，不少音乐爱好者在楼道里等候，与艺术家们
交流、合照。面对淳朴而热情的观众，艺术家们受到了触动。

“我上一次到静乐县是三四年前，这次再度踏上这片土
地，明显感受到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起来，老百姓生活条
件更好了，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比如和我们一起合作的静
乐教师合唱团，水平不亚于一些大城市的同类合唱团。”赵玉
龙说。

地处吕梁山脉管涔山南麓的静乐县曾是国定贫困县，
2020 年实现脱贫。这些年，静乐县把文明创建作为脱贫致
富、乡村振兴的有力推手，获得了“全国文明县城”“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中国藜
麦之乡”“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最美特色旅游目的地”等

“国字号”县域名片。
此次静乐之行，除了举办专场音乐会外，中国交响乐团

文艺小分队还走进静乐县杜家村中学、静乐县希望小学，深
入了解当地学生的学习生活，为他们捐赠物资。为了进一步
提高静乐县“中国藜麦之乡”品牌知名度，带动农业产业发
展，助推乡村振兴，艺术家们还集体为静乐藜麦录制视频，
进行公益代言。

“真正走进基层，与老百姓面对面，让我对当地社会发
展、人民生活有了更多了解，也有了更多感悟。演唱者在演
绎一首歌曲时，不能只追求技巧，眼睛里还要有光。贴近人
民，贴近生活，眼里才会有光。”男中音歌唱家裴磊表示。

据了解，中国交响乐团从建团之日起就始终坚持艺术为
民，常年开展文化下基层活动。“艺术家们通过基层文化服
务、文艺演出，不仅给当地群众带去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
富，同时也把艺术的根深植于生活的热土之中，与人民贴得
更近，反过来也滋养着艺术家的创作和表演。”周宇说。

地名集聚了人类的智慧，承载着一
方历史的更迭与自然人文的沿革。中华
大地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在万千地名
背后，蕴含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记忆与文
明密码。近日，大型国家地名文化节目

《中国地名大会》 第三季播出。节目用
鲜活的故事呈现地名背后的历史变迁、
人文底蕴和时代风貌，反响热烈。

地名的最初得名可能和人物、历
史、环境因素有多种关联，但是经过历
史的发展，当人们再次提到一个地名的
时候，往往会有不同的诠释与感受。行
至第三季，《中国地名大会》在前两季的
基础上加入“新配方”，即以地名为载体，
让特别出题人结合所在地区的地名出
题，讲述他们在当地挥洒汗水、逐梦前行
的奋斗故事，既传播了地名文化知识，又
为每一个地名赋予了时代的意味。

节目首期，中国科学院院士、铁路
工程动力学专家翟婉明院士以西南交通
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所在区为
题，讲述了他与“高铁技术研发之都”

四川成都的故事。当年，他初次从江苏
老家坐火车前往四川求学，花了三天四
夜，这促使他立志要提高中国铁路的速
度，让老百姓乘车更快、更舒适、更方
便。后来，翟婉明院士提出了全世界高
铁领域公认的理论体系“车辆-轨道耦
合动力学”理论，助力中国高铁实现了

“六最”：运营里程世界最长、在建规模
最大、高速列车运行最多、商业运营速
度最高、高铁技术体系最全、运营场景
和管理经验最丰富。中国石化西北油田
分公司采油三厂开发研究所工艺技术员
魏鹏飞以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称为“油山”
的独子山区为题，结合他扎根西部的志
向与石油梦想，让观众了解新疆克拉玛
依是如何从大漠戈壁发展为一个重要的
资源城市，也让人们感受到一代又一代

石油人的无私奉献精神。
地名的变化见证了中国的大好河山

和日新月异，连接过去也指向未来。
《中国地名大会》 不仅探究地名的由
来，也借地名透视时代发展，既有历史
故事，更见时代精神。

广西合浦，留给赖家益的童年记忆
是“酸”，除了当地特色食物的酸味外，
还有幼时贫苦生活的心酸。但老师的暖
心关怀，抚慰了他幼小的心灵，也影响
了他对未来职业的选择。大学毕业后，
赖家益毅然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乡村教
师，继续把爱心传递下去。闲暇之余，
他还用视频记录家乡的变化，成为广大
青年投身乡村振兴的一员。北京市房山
区堂上村是歌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的诞生地。这里自2006年正式落

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
后，一方面传承红色精神，另一方面转
型绿色生态经济，让当地百姓生活更加
幸福美满，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位于
西安的新筑车站，借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东风，由一座荒凉的四等小站发展成
为国际陆港，从这里出发的中欧班列截
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累计开行 14496 列，
跑出了对外开放的“加速度”。

在丰富而有新意的视听语言中，
《中国地名大会》 以一个个地名串起中
国在乡村振兴、发展绿色生态经济、传
承红色文化、开展对外合作等方面的
累累硕果，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的中
国形象。播出期间，节目热度持续走
高，网友纷纷抒发对祖国大好河山和地
名文化传承的认同，“没想到这些地名
背后还有那么深厚的人文底蕴，真的长
见识了”“地名包含承载的东西太多
了，既是一个地方的‘活化石’，更是我
们中华文化的另一种见证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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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中华大地的文化坐标
黄诗雨

图①：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建筑修缮设计。

图②：《苏绣×数字=蒲公英》针法及应用设计。
图③：火星航天服前瞻性设计。
图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标识。
图⑤：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设计。
图⑥图⑥：：来自湾区设计师的来自湾区设计师的《《锦绣锦绣》》服装设计服装设计。。
图⑦图⑦：：位于云南省云位于云南省云龙县的村民议事中心建筑设计龙县的村民议事中心建筑设计。。

图片来自第四届中国设计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

中
国
交
响
乐
团
文
艺
小

分
队
为
静
乐
县
群
众
演
出
。

▲

静
乐
县
群
众
在
台
下
拍
照
留
念
。

王
晓
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