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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设计作品
给宁波带来哪些启示？

记者 王心怡 史旻

7月3日下午，佛罗伦萨（中国）国
际设计双年展 （以下简称“佛双中国
展”）在甬正式开幕。

这个世界级展会给我们城市建设和公
共空间艺术带来了哪些启示呢？

宁波博物馆的设计者王澍曾说：“宁
波在我的建筑生涯中，有着非常非常重要
的位置——我高质量的作品，差不多有一
半在宁波。”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正是用
宁波博物馆、宁波美术馆、世博会宁波滕
头案例馆、宁波五散房等手笔告诉我们，
设计能为一座城市带来什么。

事实上，设计与城市的关联远远不止
于此。本次佛双中国展，我们与几位参会
设计师聊了聊这些话题。

视觉翻译者

当我们走进一座城市，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建
筑，而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与我们共同呼吸的也是建
筑。建筑，不是钢筋水泥的简单堆砌，更不是千篇一
律的机械造作，它是凝固的艺术，应该是活的。

重返自然、多样性、差异性，正是王澍倡导的新
乡土主义建筑风格。和市面上流行的“修旧如旧”不
同，新乡土主义在新建筑中，通过扎根历史，让传统
恢复尊严，更如蝉之蜕变，成为“活的建筑”。

这一点在王澍的代表作品之一——宁波博物馆的
设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外墙由“瓦爿墙”和“竹
条模板混凝土”混合构成，“瓦爿墙”使用了上百万
块宁波城市拆迁回收的历代旧砖瓦，不少青砖上还镌
有“福寿”铭文，由50名工匠手工砌筑，使得博物
馆一建成，就凝聚了百年历史，建筑本身就成了历史
展品。

对此，参展设计师、Another design创意总监
刘钊、詹火德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如果把宁波
博物馆搬到其他城市，它可能又会不太适合了。和设
计某个品牌形象相比，设计一座城市的视觉形象是一
个更浩大的工程，你需要了解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
从中挑选出合适的元素进行设计，让当地人和游客能
因发现它们的出处而会心一笑，或是激起他们探索的
欲望。”

比起设计师，刘钊和詹火德更喜欢称呼自己是
“视觉翻译者”——把一些文化或者观念的东西用视

觉化的呈现表达出来。以他们做深圳城市建筑双年
展的项目为例，他们选择了“城市共生”为主
题，整个展览现场是在深圳城中村里面进行
的，他们找来所有生活在城中村的人，把展
览的相关信息用油漆手写在木板上，“但这
样的创意放在宁波是绝对不行的，因为
宁波的城市没有像深圳城中村有过这么
激烈的冲撞。”

文化没有孤岛

设计有两条路径，一方面是创造新的东西，
另一方面是对原有东西的再创造。放在城市来
说，就是我们常说的“城市更新”，城市存量的改
造。

比如，参展设计师、早稻田大学建筑学博士
陆海这次带来的作品就是把宁波一处废旧老厂房
改造成幼儿园。他说，这里原来是一个非常破旧
的汽配汽修工厂，这样的工厂在浙江、在宁波其
实很常见，因为城市不断向外扩张，像这些原来
位于城市边缘的工厂现在变成市中心了，怎么办？

陆海提出，老旧厂房再利用、再改造，其实
也是未来城市更新的一个方向，既有厂房、既有
建筑的再利用、再活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们的城市不可能永远都在建新房子。”
“在改造项目的具体操作中，我们基本上还是

从江南的民居出发。虽然具体形式跟古代不一
样，我们有新的设计手法、新的审美观，但是内
在的一些东西依旧做到了一脉相承。对我们来
说，以后这个城市还能留下一些原来传统民居的
一些联想或者痕迹，这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
的。”

除此之外，历史建筑的保护、历史街区的改
造也是宁波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内容。如何使这
些历史文化得以传承的同时，也使居民生活环境
能够提升呢？

“我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拆掉了
大量古建筑，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或者
很重要的传统建筑，宁波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就是
天一阁和鼓楼。这些建筑必然会成为城市的“文
化孤岛”，对于我们建筑设计师来说，遗憾的同时
也必须坦然接受，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进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一
阁和鼓楼完全“与世隔绝”。他认为，在传统建筑
和新建筑之间可以形成一个过渡区，利用公共空
间设计去填充横亘在文化孤岛和新城之间的汪洋。

“当然，我们所谓的文化孤岛其实是一个空间
上的概念，它所延伸出来的文化绝不会是孤岛。
宁波现在说的港通天下、书藏古今也正是从天一
阁文化中外延出来的，也就是说文化发散在不断
地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

相比于对历史建筑做一个直接的改造，陆海
更倾向于对该历史建筑周边的老旧街区进行提升
和更新，长春路就是他眼中比较合适的对象。他
说：“这条街很美又有宁波的历史痕迹，有人行
道，有护城河，有垂柳，有小区，街道尺度不
宽，人走在其中会由衷感觉到这样的场景和生活
方式才是真正的生活。那么，对这样的街区进行
一个适度的更新，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棒的一个事
情。”

3.多元化激发共情

如果说把一座城市比喻成一间房
子，城市的新与旧只是这栋房子的门面，
而屋内的软装家居细节才是生活在这片空间
里的人切实感受到的。光与影、动与静、时尚
与烟火气都是“软装”的一部分。

当暮色渐沉，老外滩华光初升。走在三江口，
一幅幅充满宁波元素的画卷正沿着三江六岸鳞次栉比
的高楼大厦徐徐展开。从河姆渡文化中的原始人劳作场
面，到书香厚重的天一阁；从传统缱绻的十里红妆到高端
前卫的现代科技……一场十五分钟的灯光秀，光、影与城市
的夜相交织，成了这片风景的完美注脚。

人们的出行活动日益丰富，城市的夜晚也人气渐丰，在这种
发展背景下，灯光是城市图景中不可或缺的“增色”配件。

在宁波美术馆三号展厅内，甬籍旅美艺术家盛姗姗的作品《地球
元素》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虽然这个作品最重要的设计精华体现在作品
通过感应技术与人体感应产生联动上，但是首先抓住观众注意力的，还是
其细腻的笔触与明畅的色彩。

“事实上，《地球元素》的理念其实也可以与城市建筑相结合，存在落
地的可能性，呈现方式类似于我们寻常看到的灯光秀。我到宁波也有几天
了，也欣赏过宁波的灯光秀，未来其实也可以尝试将艺术画呈现到建筑体
上。宁波完全有条件做得更好，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有空间和土地、有
资金，但亟需好的艺术家、好的构思。”盛姗姗说道。

在公共艺术领域攻坚数年，盛姗姗在“城市软装”的探索中有不少沉
淀，《地球元素》就是在其去年创作的公共艺术作品《绽放》的基础上进
行数字化重组而成。

《绽放》是国内罕见的开放式造型的公共艺术作品，并在国内首次使
用了德国建筑艺术玻璃。就像提到纽约，人们会想到自由女神；提到巴
黎，人们会想到埃菲尔铁塔；提到“尿尿童子”，人们会想到布鲁塞尔
……一些公共艺术作品和其所在地的气质往往格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
就促使着许多城市开始深入挖掘自己专属的文化标签，宁波天一商圈中的

“一勺汤圆”雕塑就是这种探索下的产物。
我们发现，在数字媒介快速发展的今天，不论是城市灯光还是雕塑布

景，这片流光溢彩背后，都有数字媒体技术与城市的勾连。在本次佛双中
国展中不难发现，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对设计师创造思路的影响日趋明显。

参展设计师、香港新媒体艺术家林欣杰就是数字创作领域的先锋实践
者，针对“媒介”这个概念，他也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就像灯光秀，投影
仍然是目前新媒体技术与城市设计相融合的主要产物，这也是最直接的方
式。但是我们如果回归媒介的本质，视觉只是其中的一种传达方式，我们
可以尝试把视觉转化成为声音，让我们看见一些本来看不见的东西，或者
听见之前本来听不见的东西。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共情。”

林欣杰展出的作品《稻浪随风》就体现了这种设计思路。该作品以台
东的风吹向香港的概念呈现，即时撷取台东当地的风向与风速数据，通过
网络传输到香港展场的稻草机械装置作品上，从而变换稻草机械装置的运
动方式。如此，观众就能以听觉、体感等方式参与到台湾东部的美景中。

他说：“今年，我们会尝试让《稻浪随风》的作品跳出展会的圈子，
将它放置于城市的公共空间。”我们不妨由此畅想一下，也许在不远的将
来，宁波也能吹到来自佛罗伦萨的风，友城之间得以产生更别样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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