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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请介绍下您与中国设计红星奖的渊源。
许平：中国设计红星奖的设立应该是中国当代设计发展的历史进

程中一件值得认真关注的事。在当代中国，对于设计实践者、设计组织
者、设计推动者是如此，对于设计研究者更是如此。

我对于中国设计“红星奖”是有特别的感情的，从2006年开始到
现在，已经到了第16年头了。我从2006年就开始介入，从一开始的定
位、主张、评审、标准，专家团……我参与了它的前期策划，初期的评
审，一直到最近连续几年都参与这个过程，从征集主题到评审完成、奖
品问世，都有参与。可以说，一直在看着这个奖项的成长。我想，中国设
计应当感谢这个展项，感谢那些从一开始策划、组织、推动、培育了这
个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最具影响力、最能体现专业权威性、也是奖项产
生最为公平、公正、透明的、现代感、专业感十足的奖事。我们不妨在人
们已经完全习惯于中国的各种设计“评奖”已经“无处不在”的今天回
想一下，十六年前的中国，没有一项真正称得上国际性“设计奖”的专

业赛事、奖项，“红星奖”犹如一颗灿烂升空的中国红星，恰当其时地
出现，并且成为无数人心目中一颗公正、权威而耀眼的红星，这其实是
非常需要勇气、决断和远见的。我很敬佩他们。

《设计》：请您分享一个中国设计红星奖评选过程中给您留下深刻
印象的高光时刻。

许平：我觉得中国设计红星奖是一个非常扎实、非常朴实、非常
结实的一 个 奖。“红星奖”从出现伊始就不是以阵势、声势或财势取
胜，它严 谨 而 不 封闭、诚实而 不夸张、精 致而 不豪华 。它的出现，给
中国 设 计 的当代 性、国 际 性与专业性 的 发 展 带 来了希望 。我 觉 得评
选 过程中的“高光”时刻，是有几 次最高奖获奖名额空缺时，现 场的
气 氛都 非 常凝 重，都 是讨 论了几 次 才最 后 定 下来，全 体 评审专家 都
非常严肃而且庄 严，体现出一种崇高的道 义 感、责任感，令 我印象非
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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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作为资深设计赛事评委，您认为设计大赛及大奖对中国
设计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许平：这个作用是非常重大的。如前面所说，红星奖创建时，国内
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权威大奖，这实际上意味着整个设计
格局中缺一个聚焦、一个顶点、一个灵魂性的高度。红星奖提出了自己
的标准，并且通过连续不断的检验与充实，坚持下来了，就使这个高度
建立起来，这就有了精气神，我觉得这是格局性的一个变化，红星奖在
这方面的作用是隐形的、无言的，又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好的大赛应该
在行业中起到标杆的作用、领军的作用，甚至是灵魂的作用。这对一个
行业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设计》：在您看来，什么是好设计？什么是好的设计奖？
许平：我认为，好的设计跟好的设计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需

求的不同，好的设计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好的设计奖其实也没有一个绝
对的统一的标准，但是，一个成功的奖一定是和它所处的时代需求相匹
配相吻合的，红星奖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除了它的组织制度有序严
谨，评审机制比较专业且国际化这些从现象上容易看得到的因素之外，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恰好在中国设计发展到21世纪初这个时点，面
临一个即将到来的创新设计高潮又最需要方向和目标激励的时刻，红
星奖出现并且做到了，在这以后，国内也出现了各种重要的、各有特色
的设计奖，但在时空间的匹配性这一点上没有能超过红星奖的。

《设计》：综观国内外设计赛事，您认为中国设计大赛还可以有哪
些方面的发展和突破？

许平：无 论 是中国 设 计 赛 事还 是 国 际 上的 设 计 赛 事，各自的 动
机、效果，还有评价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也各有利
弊。比如说，有些国际上的奖项比较强调商业性的存在，希望激活市
场的活力，还有在商业上和对市场的影响力等。而中国的奖项可能更
加注重它社会性的存在，对市场性的那种能力有中国自己的看法和做
法。这是从中国的国情需求出发的，我们更加需要强调一种精神的引
领性。我认为，这也是今后的中国设计奖更需要注意加以研究和下工
夫的一个地方。

《设计》：从设计教育的角度，您认为设计大赛及奖项对中国的设
计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许平：设计大赛和奖项能够把中国的设计放到一个比较国际化的
语境里面去衡量，这是它的社会性价值，也是它在教育方面的价值。中
国设计红星奖的国际性、专业性、权威性是它的最核心的价值所在，而
这三者刚好也是中国设计教育现在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引领，所以它能
在设计界得到普遍的关注和支持。

《设计》：您认为青年设计师和设计学子应该如何看待设计大赛和
奖项？

许平：好的设计大赛获奖作品一定是好的设计作品，但是这个作
品未必就是为了设计大赛而做的作品。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做法是为

了迎合大赛，号称把设计师放到国际大赛的语境里面去锻炼，这种做法
是有偏差的。好的设计还是应当来自市场，来自创新，来自思考本身，
而不应该是来自奖项的驱动。

《设计》：西方设计发展早且相对成熟，但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始
终存在，中国设计是否已经确立了自己的评价体系？

许平：西方的评价体系也不是很完整，我们不必把中国和西方对比
起来，好像西方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标识，中国就要对标西方。我们可
以去发现西方和东方各自不同的处理办法、应对办法，应当说，两者各
有所长、各有利弊。

《设计》：突发的疫情给中国设计带来怎样的“危”与“机”？
许平：我觉得，一个最大的警醒就是原来的发展被突发的疫情狠

狠地踩了一下刹车。原来都认为是畅行无阻的一个发展通道，现在看样
子要受到方方面面的质疑。从评奖，进一步到整个制造业，再到整个全
球国民经济的生产，我们的方向、目标和价值到底应该如何去确定，是
一个必须重新开始思考和面对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危”，也是
最大的“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