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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DESIGN PLATFORM BUILT FOR MULTI-CULTURAL FEELING AND THINKING——XU PING ON 
"DESIGN AND CULTURE" 

建构多种文化感受与思考的亚洲设计平台
——许平谈“设计与文化”

《设计》：您最近在主导“亚洲设计文化基因在线平台”，能否简单

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及其搭建初衷是什么？

许平：自从20世纪50年代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

1921—1988)将“文化”与工业社会的观念问题并列以来，关于文化的定

义及其社会影响的争论就始终处于时代关注的中心，正如威廉斯所说，

“‘文化’一词的发展记录了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的这些

变革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因此，‘文化’本身就可以看作

是一幅特殊的地图，借助它，我们可以对这种种历史变革的本质进行探

索。”（[英]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中文版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8月版，第5页。）与此同理，设计中的“文化”问

题，也可以看作是设计的社会性关联的重要组成。概括起来，当代设计

中所涉及的文化讨论，不外乎两大部分：设计文化的“文化性”问题和设

计文化的“策略性”问题。所谓“文化性”问题，也就是常说的“文化自

觉”，是对设计中的文化身份、文化意识、文化认同、文化表现等一系殉

相关问题的自省与把握的问题；所谓“策略性”问题，是把设计问题放

在文化多样性的全球语境之下进行文化构建、传播与推广的主动作为

的问题。这两大问题也可视为设计文化“内部性”与“外部性”关系的问

题，不但可能交叉持存而且可以碰撞互存。因为其中无论哪一层关系，

都意味着设计发展的更为深层、主动与整体性的作为。

我在很多场合举过中国设计师在2014、2015年间推出的在线支付

“小红包”产品为例。“小红包”是网络经济时代新型产品设计的典型范

例，现在已经深深地渗入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可能很多人每天都在

使用它，但还意识不到它也是一种网络经济的“产品创新”形式，更是现

代设计“内部性”关系与“外部性”关系巧妙溶合的结果。“红包支付”是

产品中的中国文化，典型的表现是当它借年节社交全球推出时没有遭遇

任何文化心理的抵制，但就是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传递人情温度的礼

仪之举，短短几年间成为全球华人社交圈中的热议话题，不但创造了单

日交易可达上百亿笔的规模化金融的奇迹，而且有效撬动了全球性在线

支付经济的迅速扩张。它不但证明了中国设计可以在新条件下的经济生

活变革与传统文化延续中有所作为，而且宣告了一个新设计范式时代的

到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需要重新认真地审视新 时代中的科技条件与

历史文化带给我们的创造性可能，今天的中国正面临以前所未有的有利

亚洲设计文化基因在线平台（ADCG）由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许平教授主导搭建，本身

不接受商业委托、不谋求市场营利，不追逐版权保护；而以“天下公器”为真的智慧原则，努力建设

一种有序共享、共生、共治的动力机制。项目由一批亚洲国家的设计师和教育机构自发组织，作为

一项共同研究、合作交流和思想集聚的平台推送计划，以21世纪全球生态变化与科技革命背景之下

的人类生存与设计发展为宗旨，探讨关涉亚洲未来的“文化基因”提取凝练及再生可能。

谈到设计与文化，许平教授说，“文化是这样一种存在：它仿佛包围在我们身边的空气。当我

们每天自由地生活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一旦周边发生了变化，比如海拔高了，发生污染了，

你就发现它会决定生死，它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缺失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谈‘文化’时，是

在谈生存的问题、谈创造的条件、谈未来的希望。‘亚洲设计文化基因在线平台’（ADCG）就是在这

样的预判之下发起的一门专项研究，是为准备长期致力于‘文化问题’与‘设计未来’研究的人而搭

建的一个条件平台。”

许  平《设计》

许平
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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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立于新朝代之门的时刻，这也正是今天我们需要从更为彻底和更为

微观的角度“仰观天下、俯察幽明”、进行文化探讨的理由。

文化是这样一种存在：它仿佛包围在我们身边的空气。当我们每天

自由地生活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一旦周边发生了变化，比如海

拔高了，发生污染了，你就发现它会决定生死，它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缺

失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谈“文化”时，是在谈生存的问题、谈

创造的条件、谈未来的希望。“亚洲设计文化基因在线平台”（英文简

称ADCG）就是在这样的预判之下发起的一门专项研究，是为准备长期

致力于“文化问题”与“设计未来”研究的人而搭建的一个条件平台。

ADCG本身不接受商业委托、不谋求市场营利，不追逐版权保护；而以

“天下公器”为真的智慧原则，努力建设一种有序共享、共生、共治的动

力机制。项目由一批亚洲国家的设计师和教育机构自发组织，作为一项

共同研究、合作交流和思想集聚的平台推送计划，以21世纪全球生态变

化与科技革命背景之下的人类生存与设计发展为宗旨，探讨关涉亚洲未

来的“文化基因”提取凝练及再生可能。

《设计》：这样的“文化基因”研究，对于今天复杂的设计变革具有

怎样的意义呢？尤其是“亚洲文化基因”研究的价值何在？

许平：“文化基因”的探讨由来已久。自从1897年法国画家保罗·高

更提出“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到哪里去”的世纪之问，种种

关于人类生存与文化矛盾的反思此伏彼起层出不穷，不仅是人类内心

普遍的身份焦虑与路径迷茫的彰显，更加暴露了面对外部世界的迅猛

变化人类不知何以自处的深层危机，今天，这一矛盾没有随着20世纪

的终结而转换，相反随着新科技革命到来与生态环境的剧变而日益恶

化，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更是将人类生命的主体价值推向岌岌可

危的尴尬境地。严峻的现实之下，支撑着数千年人类文明持续生存的

生活方式史与文化经验史尤显可贵，区域性文化基因的流变及其革新

延续的潜质正在新史学理念与方法的推动下彰显其对于总体文明研究

的重要价值，“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转换与可持续研究”因而成为全球

设计界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

亚洲是东方文明的重要载体，亚洲文明正以曾经的辉煌和新的崛起

在世界文明大格局中显示其独特的文化存在和历史存在，对于亚洲设计

经验的历史和现实表现的关注事实上成为从20世纪初发端的经典设计

学转向21世纪新设计学范畴的一个关键。

ADCG计划基于这样的文化共识，力求从亚洲生活经验的深层发掘

可能导致未来设计人类性、普世性更新的要素、方式与路径，探索新设

计图式产生的可能。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大众最终的精神归宿和生活家园。文化

也是一定的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所追求的、所放弃的和所改变的原创性

的经验集成，既在物的层面又不止于物的层面，即所谓“非物质性”的文

化创造。文化有其传承性，因而具有血脉贯通的基因性的DNA关联。

所谓“文化基因”，指的是构成民族最基本的历史文化血脉的、承载

文化持续成长的基因分子呈现，是影响文化发展的最核心的生命密码与

能量链，是持恒、深刻、隐蔽并具有内在结构的文化方式。但这样的文化

粒子，由于其位面的深层性，并不容易被观察和捕捉到，因此必须通过

对基因外显形象的捕捉去感受和传递，这是文化基因研究和推送计划的

立意所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数千名表演者“击缶而歌”，气势如虹

的表演震撼全场。其实这里的“缶”，正是古代鼓乐制度所蕴涵的“礼

数”基因的外在形式，编导成功地捕捉到这一基因本质并予以光大，因

而获得历史性的成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字、章纹、隼卯……这些持久、隐蔽的文化形式

中，都包含有结构性的深层基因存在，都可以视为一种基因性的持存。不

同基因的多维组合构成丰富的文化表现和成长方式。因此，基因未必是

文化的最小粒子，但必定是影响甚至导致更为复杂的文化呈现之因。一

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样相，必定由几种关键性的基因组所构成，越

是结成于基础性底层的基因，就越具备改变表层文化结构的巨大能量。

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选取了鼓乐、文字、冠礼等几种基因形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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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亚洲设计文化基因在线计划会议于2019年11月23日、24日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召开。

2 / 亚洲设计文化基因在线计划会议于2019年11月23日、24日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召开，

许平教授主持并发言。

3/ 亚洲设计文化基因在线计划会议于2019年11月23日、24日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召开，

国内外多所设计学院派代表参会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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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构，它们共同的文化再生潜质在史诗级的演绎中得到经典体现。因

而，设计的文化基因不仅是存在于历史的，同时也是存在于现代的，更

是链接着未来的。这是我们之所以要在“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

们往哪是哪里去？”的总体思考中关注文化基因、提炼文化基因和继续

生成文化基因的基本思路。

文化基因是对设计文化的“内部性”问题思考的深层追索。这些年

对于设计文化的关注，经历了从形式关注、风格关注到符号关注、元素

关注等几个不同的阶段性表现。我认为，基因关注是内部性研究进入一

个新阶段、新水平的标志。因为它需要摆脱就事论事的简单推断、形式

符号的思维惯性、不分主次的素材网罗……需要掌握大量丰富细微深刻

的历史现象，继而透过历史现象捕捉其间的本质追求并对之进行仔细的

辨析，最后得出符合历史与未来可能的有效结论。需要指出的是，如何

生命现象一样，文化的基因是由复数的能量链组成的结合体，具有多维

的复杂性，它对文化的影响既是基本的，也是丰富的，以中华民族为例，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既有其民族生存史共同建构的基本气质，也有其因

地域、历史等人文条件的不同的而区分的个性呈现。

在这样的梳理与检视中，需要尊重文化过程的多样性而避免文化

的单一中心主义；要反对“文化虚无”的态度也要避免“文化决定”的简

单逻辑；要极端重视和敏锐关注一切技术形式的发展尤其是当代通讯

科技、生命技术、环境科技迅猛发展带来的时代巨变，同时也要关切和

力避“技术取代论”的去人文化立场；文化多样性的结构来自基因层面

不同约束关系下的文化粒子链接方式与集合方式。正是在这种多层次、

多维度的基因组织中，形成不同区域文化各具表现力的、独特的存在方

式，“它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特殊的，而是一个纯粹简单的具有特性的

力”，是一种比人们所能感受到的表面更为深沉的、可识别的文化个性。

《设计》：能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目前进展情况吗？具体都完成了哪些

工作？

许平：我们在2019年5月24日-25日在浙江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路

校区召开第一次发起及筹备工作会议。与会人员包括来自韩国设计振兴

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研究院、南京艺术

学院、云南艺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内蒙古农业大学等院校

机构的代表，会议讨论了项目发起计划，商定2019年11月22日—24日在中

国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召开“亚洲设计论坛”暨“ACDG首届工作

会议”计划，以及首届“亚洲设计论坛工作坊”工作计划；2019年7月，上

述院校在湖南大学举行第二次工作会议；2019年10月，“旧与新——首届

亚洲设计论坛工作坊” 在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圆满完成；2019年10月

23日至24日，“首届亚洲设计论坛暨‘亚洲设计基因在线平台计划’工作

会议”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召开，原韩国设计振兴院院长李淳寅先

生、韩国服装设计师琴基淑女士、日本工业设计师协会会长田中一雄先

生、泰国艺术大学副校长瓦塔纳潘先生、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插画专业负

责人邱传美女士、英国伯明翰艺术与设计学院珠宝学院院长诺曼切瑞先

生；澳大利亚《设计史》期刊编委丹尼尔胡帕茨先生等代表各发起机构

参加会议，中国美术学院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研究院、中国美术学院设计

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云南艺术

学院设计学院、广西艺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内蒙古农业大学艺术设计

学院、北京服装学院等院校相关研究人员出席了工作会议并进行了内容

丰富的现场交流。10月23日，举行了为期一天的主旨论坛，并讨论了草拟

中的《亚洲设计文化基因在线计划（ADCG）》（组织路线图）；24日举行

了为期一天的“首届亚洲设计论坛青年论坛”；同时推出《旧与新——首

届亚洲设计论坛工作坊汇报展》，举行开幕式。本次会议还讨论决定下

次论坛及工作坊在云南艺术学院举办。

《设计》：能否介绍一下平台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许平：从本届开始，每期论坛会议都将形成一个阶段性成果汇总正

式出版，并希望这一工作能够连续进行。每期呈现的成果并不要求结论

一致，但希望是可供不同国家间贯通检索的信息集成；为此，希望结成一

种开放、透明的研究态度，这意味着不同参与国家的文化可理解性、充

分透明性，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文化间性。

继上次杭州会议以后，我们又去了云南与内蒙古，最后又回到杭州，

都是为了把计划继续向前推动。关于在线平台理论的阐述，在前两次会

议上的基础上正在梳理，可以说达到了基础性的共识，但距离解决所有

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想，接下来的工作是把在线平台搭建起来。 

我们目前想将收到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基因的素材作为基础，以此为

基础构想出一个和我们建设目的较为契合的一种平台构建形式。目前是

中国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与创新设计学院的老师正在开始搭建平台的框

架，我们当然还希望有更多的学院和老师的参与。目前的工作可能会从

视觉元素的角度先填充内容，以及为将来的动力机制做一些构想。 

我们计划在现有的设计与文化的研究方向下成立一个具体的工作

小组，把研究性的工作和平台的搭建做成一个整体，当然其中还会牵涉

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设计，比如权利限制，不是一个简单的有限使用的关

系，目前正在参照国际国内做得比较好的平台经验，相对可以杜绝一些

今后对平台机制带来的影响。目前平台内容的整体搭建工作也正在构想

中。参与院校所提供的资料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在地创意、乡建与保护

等方面的内容，还有研究者个人所提供的研究案例，内容非常详细，也很

珍贵。这些会构成在线平台吸引力的基础。当然理想的内容是一座山，

目前所得还只是一抔土，还需要大量的积累和奉献，希望有更多的院校

和研究者个人会关注我们。也包括像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国家的设

计学院，把他们的素材贡献到网站上。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亚

洲平台”，第一步只是理想化的抛砖引玉。比如我们将内蒙古艺术家合

作完成的草原生活方式的调研与新艺术形式创建的工作结合起来，内蒙

古农大的老师们贡献了丰富的草原音乐、草原歌曲，我觉得将来放在网

站上面，一定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加入。

《设计》：为什么要吸收那么多与设计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呢？

许平：谈到设计和文化的关系，可能会容易把它设想成是“历时性”

的，一讲到传统文化，就是“向后看”。我认为，设计与文化的关系不是

“历时性”的，而是“共时性”的；这种关系不是纵向的而是横向的，文

化是包围着设计的语态，一种生存的方式，是设计的生存基础。 

如果对这样的语态、这样的生存方式不了解，设计肯定是脱离实际

的，是与生活不相干的。以前在所谓的“外向式经济”条件之下，导致一

种畸形的设计状态，只有为他人服务的设计而没有关注自己的设计，我

们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要经历很长时间的自我调整。从

为他人服务的设计，转向在地的、为自身的生存和生活服务的设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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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今天我们研究设计文化的出发点，也是“文化基因”研究之所以在这

时候提出的思考出发点。 

生活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设计的来源。如同杭州的天气，经常处

在下雨和不下雨的状态之下，当下雨时你看不见雨点在哪里；当它不下

雨，又到处是湿的，树叶上、衣服上都是湿的，空气里一抓仿佛能抓住一

把水。这种形态就像设计和文化的关系，文化就充斥在我们的周围，虽

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构成整体氛围的特征，它能够决定设计的生存、

设计的发展、设计的价值、设计的喜好，甚至是设计趣味的根本条件。这

就是文化和设计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化和设计的关系不是

纵向的，而是横向的、共时性的关系。要研究设计，就要充分理解文化的

存在。之前为出口的设计往往做得非常生硬、做得很“装”，就是因为设

计不是为身边的文化的，它是为我们不熟悉不知道、对我们来说是遥远

的、不存在的生活方式设计的。它距离我们现实的生活很远，也距离我

们的环境很远，距离我们的喜好很远，我们只能盲目地照着有限的资料

去做，找一些画报、找一些教材，找一些大师的作品来参照设计，很长时

间内设计也就是这样教出来的。但这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设计，真的

设计是像身边的水和空气一样揉在一块的、聚焦的、提炼的、能够形成

亮点的设计。谈基因就是想找到构成我们身边所有这些模式的条件是

什么？它是怎样的影响了我们的设计、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文化的。我

们想从亚洲的图形、亚洲的色彩、亚洲的声音、亚洲的田野、亚洲的脚

步……这样的非常宽泛的角度来呈现亚洲。这种内容不需要形成结论，

只要把人们感兴趣的、有感觉的、可思索的东西呈现出来，它的结论就可

以和大家互相分享，每个人还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再拿到平台上再次分享，

在这种相互的碰撞里寻找文化再生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才像是那种开放

性、启发式的平台。如果平台只能是为了学生写论文提供一些依据，提供

一些注释的话，就失去了建立平台的意义。比如，一位蒙古族的孩子听

到草原上的歌，可能并不会觉得特别兴奋；但是，如果一位马来西亚人

听到来自北方草原的声音，一定会有一种非常欣嘉的感觉。就像那天会

议上所谈到的，文化能够显示出非常丰富的可解释性，可以给人们带来

多样的想象，把“自由”理解成是人的理性和感性高度结合后形成的一

种状态；把“忠诚”理解成一种共有的秩序，这些人文传统的内涵恰好就

是今天的设计所要体现的创造的状态、有序的状态。文化的魅力就在于

可以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建构不同的解释，带来不同的文化想象

力，从而激发新的创造。

我想其实设计的最终目的，就在于让人们更多彩地体验生活，去重

新找回生活中可能已经被封闭或麻痹的一种感受，重新找回对生活的

敏锐。一旦获得这样一种感受，会发现身边的生活对你都是开放的，这

是设计最有意思的地方。我们现在在学校所教的设计其实离这个目标非

常远。因为无数个在不同地域的学校都按照一个既定的标准在教学，都

会不知不觉地把文化的差异性搁置，都去重复那些彼此相似的东西，然

后就产生了好多埋怨、消极的教学。如果忽然有一天重新把大家聚在一

起，才发现其实彼此的生活差异那么大，而且彼此的感觉是如此不同，

这一切才变得有意思起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在线教学平台，

要让大家有机会碰到一起讨论。

《设计》：在技术革新日新月异的时代，应当怎样看待设计文化与

技术之间的关系？

许平：技术永远要努力代替一部分的人力劳动。以往只是代替体力

劳作，将来可能会变成连一部分脑力劳动也会被技术所代替。这是一个

大的趋势，无法阻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会思考什么是真正体现作

为“人”或“人类”存在的最后标志、最后的尊严。也许到时候，人类可能

只剩下一件事能做，就是“提出问题”，“提出问题”就是“邀请未来”。

因为只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是机器无法代替的。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还只

能停留在回答问题的层面，只是根据人类输入的条件形成一个组合的方

案。而设计最伟大的本质就在于能够“发现问题”、是“提出问题”的一

方。将来的文化会呈现多元混合的格局，包含人工条件的文化、半人工、

混合型人工与非人工条件的文化，这种情况下对文化的判断会非常复

杂，而设计也会在这种格局中呈现多界域化，但提出问题和设定界域将

永远是设计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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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亚洲设计文化基因在线计划会议于2019年11月23日、24日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召开，

国内外多所设计学院派代表参会并发言。

5/ 亚洲设计文化基因在线计划会议现场同时举办了《旧与新——首届亚洲设计论坛工作

坊汇报展》。

6/ 国内外众多设计专家学者为“亚洲设计文化基因在线平台”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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