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里空间、乡土社会是活的传统，也有着一代代生命的痕迹，为了能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城
市化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组织学者专家开展古村落及乡土资源的普查调研，梳理乡土社会的变
迁，构造一部“乡土中国”的社会档案，进而结合当代设计和文创力量，进行传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现代转化，
实现有机更新，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本土化”生活与生态文明，重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当代生活方式，让传统活在
当代，让民艺活在民间。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许江

“最”，模样几何？“最设
计·中国美术学院馆”的邀
请函里，是这么说的：中国
美院设下一“计”——10 月
16 日至 10 月 20 日，白马湖
创意城 B 馆 3 楼，1 万平方
米独立展区，等你发现“设
计之最”，期待最参与与最
分享。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
转型升级过程中，文化创意
和设计服务面临着社会需
求全新的挑战。建校 86周
年的中国美术学院，应以一
种怎样的态度面对新的时
代？作为最早实施设计学
教育的高等学府，中国美院
一直在探索将设计与社会
发展深入结合的方式——
以东方设计学精神为引导，
彰显典雅、诗性、质朴、创新
的风貌，中国美院的文创设
计团队展现艺术、科技、经
济和产业协同创新的社会
实验，以实务推动浙江智造
的文创品质，优化当下中国
人的生活方式。

本次展览以“西湖创
意·杭州品质；浙江智造·
东方生活”为主题，以城乡
营造“最家园”、产品研发

“最生活”、敦品创造“最品
牌”、名师集群“最引领”、设
计大赛“最实验”、新锐设计

“最活力”、文创设计“最风
暴”论坛、艺术设计“最工
坊”体验区共“六区一坛一
工坊”，集中呈现国美“最设
计”力量。

在总策展人之一、中国
美院院长许江心里，还有一
个“最隐藏”的解读版本：作
为国美设计学科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开展览，

“最设计”是先锋，是号角，
也是一种自觉和自信，一定
要做得最先锋、最具活力和
想象力，用“产品”说话，全
方位展示一种关于未来的
健康、永续的生活方式，倡
导自然美、生活美、心灵美。

乡村文化，如何复兴？
青春创意，如何激荡？在
此，我们撷取“最家园”、“最
实验”两大板块，通过这样
一组貌似两极的艺术形态
之对比提出一种观点——

生活本无界限，设计没
有终点，但心怀热爱、好奇
和尊重，便能愈发接近它的
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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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空间分析：沿街立面过长，无法形成视觉焦点。现状空间分析：沿街立面过长，无法形成视觉焦点。

左起左起：：陈柯陈柯、、韩绪韩绪、、俞佳迪俞佳迪

一粒扣，也是一种盛放礼仪的生活方式。一粒扣一粒扣，，也是一种盛放礼仪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盛放礼仪的生活方式。。

当 俞佳迪转身指向身后展墙上的几个球形示意图和一排密密麻麻的方块，而对面的记者开始频频点头，就知道“浙”版乡村故事讲到了最引人入胜的部分。

有人说，一件产品代表了一种世界观，吸引器识相近的人。但由韩绪、俞佳迪等合作设计，获得今年全省美展银奖并成为全国美展金奖候选作品的“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视
觉形象及符号系统设计”，讲述的真的是一套识天地、晓人生、论作为的完整世界观。而由此衍生而来的“礼制研究谱系图”，更是为乡礼乡情找到了合适的盛放容器。

是盛（chéng）放，也是盛（shèng）放。
现场展陈环节，俞佳迪还配上了APP演示和仿真食物模型等——面是龙须面，汤团必须是宁波的：“浙江人一看就明白”。
可视化的理论支撑有多重要？当黄金德终于耐心听完中国美院师生提出的“没有顶盖的文化礼堂”的设计思路，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作为外来者，不光要说，更要听。”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师陈柯经常这样提醒他的学生。后来，那些有意无意听到的事，就成了徐福村文化礼堂改造工程中点点滴滴的
细节：敬老尊老的世伦堂、满载回忆的旧水缸，还有“不期而遇”、铭刻在乡间路牙石上的“最美”故事⋯⋯

有记者问：“俞老师，至今你们去了多少趟徐福村？”
旁边的学生说，至少也有十四五次吧。俞佳迪笑了:“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去。而关于活化中国传统、重建礼仪文明、深化核心价值、蒙养全民心灵的学礼之路，

也会一直走下去。”
边走边看，阅读乡村的逻辑，从中寻找、生发出更多的共性模块和发展方向。在“浙”里，“诗意地栖居”，不是梦。

一 开始，村委书记黄金德对俞佳迪等人避而不见。在这位做建筑起家的村干部眼中，这些“不速之客”就像一支来抢生意的装修队——拆完了房子建新的，然后一走了

之——为什么要听他们的？
这样的“抵触情绪”，“最家园”策展人，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副院长、环境艺术系主任李凯生在城乡统筹、古村落有机保护更新等项目中也常遇到。

“新农村建设”，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词汇。当下，乡村建设更是成为了艺术界、建筑界的主流话题之一。但所谓“农村建设”之“新”，究竟如何体现？建筑和自然之间是一种
什么样的关系？用艺术激活乡村，纠结和难点又在哪里？进而如何在尊重其生活习惯、运行机制的同时，重塑乡村文化的自信，让农民真正成为美丽乡村发展的受益者？

这些问题，对于并非在乡村长大的人来说，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只有真正走入乡村、用心倾听，把它们作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笼统的群体，才能体会到农民的痛苦与幸
福，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和尊严。

“乡村礼堂的建设，绝不仅仅是建筑和艺术活动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现实社会关系体验、认识、解释、挖掘和再生产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基层‘礼性’重建的问题。在此基
础上，乡村礼堂将有可能成为这些村落中集体关系的标志，成为现代乡村集体生活现实和精神之场所，它将维系一个个独特的地方、社会文化和乡民的心灵归属！”李凯生说。

慈 溪龙山镇徐福村农村文化礼堂设计案例，在城乡营造“最家园”单元呈现的12个创意案例中，空间位置不占绝对优势，

但在其视觉设计负责人、中国美院设计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副主任俞佳迪看来，这是一件“能量很大”的作品。
要说原因，他能从“前传”（田野调查）讲到“巅峰对决”（建工签约），快则30分钟，慢则3刻钟至1小时，最高纪录，是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水岸山居，对着PPT讲了整整一下午。
之所以如此清楚，是因为，那个下午，我就是听众之一。
这次“最设计”开展前的群访，站在外围，观察采访和被采访者双方脸上的表情，也是件有趣的事——

“要树立视觉榜样、‘软’‘硬’兼修，当然要找‘身体好’的培养对象。”俞佳迪的声音隐隐约约地飘过来，“徐福村就是这样的好苗子，是我和总策划韩绪老师、建筑规划负责人
陈柯老师，带领十几位来自不同院系专业、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在全省各地走访了1个多月选出来的。被PK掉的改建对象，有些‘家底雄厚’，但太奢华，不具备可参考性；有些
地理位置较偏僻，对人气聚集不利；还有些虽然温馨，但功能过于单一。到了第四站徐福村，大家都觉得眼前一亮，‘就是它了’——徐福公园对面，有一栋三进砖混结构建筑，除
村活动中心、社区卫生所等公共服务设施外，还有老年公寓和外来务工人员公寓，具有无可比拟的‘活生态’。有意思的是，他们好像都活得挺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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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世界再美，也要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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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礼乡情，“浙”样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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