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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朋  印刷事业部

2008年11月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

批准深圳加入创意城市网络，并授予“设计

之都”称号。在深圳众多的称谓中，“设计

之都”无疑是最为响亮，也最为人所知的一

个。2010年，在由全球主要设计城市市长

率团参与的“世界设计城市峰会”上，时任

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许勤对深圳版本

的“设计之都”做了高屋建瓴的解读。他借

用两千多年前中国《孙子兵法》“道”的思

想向与会代表介绍，深圳是一座“设计”出

来的城市。30年前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就

是制度范畴的伟大设计；深圳有远见的城市

规划成就了独特的城市风格，被誉为快速发

展的典范，这是规划范畴的设计；深圳培育

发展出颇具国际影响的设计行业，包含建筑

设计、平面设计、工业设计等，这是文化范

畴的设计。30年来，深圳正是以“无所不在

的设计”为灵魂，让设计更好地为人们生活

服务，推动着城市不断发展。

作为深圳文化产业的领军企业，雅昌与深

圳申请“设计之都”的活动相识于2008年

4月20日，那是个周日。雅昌接到申都办电

话，被要求印制一部设计感十足的“申都”

报告书。这时，离递交报告的时间已经不足

半个月了，而设计方案还是一片空白，更不

要提修改方案、逐级报告、广泛征求各部门

意见、翻译校对、印刷装订这些极其琐碎的

细节了。被业界称为“申办报告专业户”的

雅昌，在有过2001年四天完成申奥报告的

印制经历之后，已经对“急难险重”的重大

政府项目有了充分的处理经验和应急预案。

以雅昌设计总监李华佳为核心的设计团队，

在经过三天的“闭关”后，拿出了一个令人

耳目一新的“竹笋”创意。4月25日，在申

都办牵头举行的评审会上，这个设计方案获

得一致通过。5月4日，100套精装中英文版

《设计之都》准时出货。从2001年的《申

奥报告》到2002年的《申博报告》，从

2006年独立完成设计的《申大报告》再到

2008年的《设计之都》，雅昌打造的这4把

沉甸甸的“金钥匙”，已经成为雅昌胸前四

颗闪闪发亮的勋章。在业界，雅昌甚至被称

为“申办报告专业户”。从接到通知开始设

计，在短短的十四天内，雅昌人就将这本能

“立”着的书完美呈现。《设计之都》受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官员的

高度称赞，从此开启了深圳“申都”大门，

也让雅昌再次步入万众瞩目的焦点。

《设计之都》的设计是有悖于常规的。将

“新生”定为设计的核心概念，以既能体现

东方的古老文化，又能展现现代文明欣欣

向荣的现代气息的“竹笋”作为表现形式，

把“新生·竹”的概念贯彻到书籍的每一个

具体设计上：字体、颜色、网格、纸张、规

格、装订形式——用古线装加以装订，把报

告书设计成了双折页，在每一页的背面印上

了渐变的绿色，纸张选择了最贴近自然的环

保纸。当把整个报告书像简牍一样卷起来

时，看起来就像是个生机盎然的竹笋，书上

的字样“Shenzhen City Of Design”就

像一片片散开的竹笋叶，最后形成了一个封

面，而阅读者每翻开一页，就像掀开一片片

薄薄的竹笋叶，揭开深圳这座新生城市的创

意面纱。整本书既体现出东方特有的哲学思

想，还有象征意义：如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节节高升等，同时又展示出深圳作为一

个新兴城市所具有的蓬勃生机和不可限量的

发展空间。

万捷董事长曾经对这本《设计之都》有过一

句话的高度概括，“《设计之都》和过去

所有申办报告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本身就申报《设计之都》报告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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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设计之都》报告书之二

是一个创意产业的代表作。”的确，在时间

紧任务重的双重压力下，雅昌人迎难而上，

不仅打破了以往政治任务所规定的“死板动

作”，更突破了人们对书籍的固有概念，创

造出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然而，雅昌的目标绝不仅止于书籍设计本

身。雅昌眼中的“设计”已经超越了产品外

观的美化或者新产品的研发， 而是将其内涵

不断拓宽，不仅可以设计产品，还能设计产

业，甚至还能设计城市，设计生活。

早在1993年雅昌创立之初，万捷董事长就

提出：“印刷业是服务业”。这一大胆超

前的理论一经推出，便引起业界的极大关

注，成为改变印刷行业的重要理念。2005

年，他又再次创造性地提出了“传统印刷+

现代IT技术+文化艺术”这一全新的商业模

式，不仅让雅昌成功摆脱了单一印刷业务的

激烈竞争，更让雅昌升级为文化产业的领跑

者，开辟出“文化服务”领域的一片蓝海。

2008年和2010年，雅昌独立开发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雅奕”和“雅映”技术，以更

广的色域和更纯正的黑白重新定义色彩之

道。2011年，雅昌将集团的核心价值观进

行全面梳理，其中，企业宗旨为：通过“为

人民艺术服务”实现“艺术为人民服务”，

让以往身居殿堂的艺术瑰宝“飞入寻常百姓

家，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文化艺术产品和服

务。2013年雅昌艺术品鉴定中心成立，为

艺术品建立权威的“身份证”系统，由此确

立艺术品价值发现的基础，推动中国艺术品

诚信体系建设，最终建立中国艺术品的传承

体系……这一切，都建立在雅昌对于“大设

计”概念的推崇之上。

其实，“设计之都”不仅是居庙堂之上的

城市发展战略，也不仅是诸如雅昌这样艺术

设计机构的政策支柱，更不仅仅是设计师口

中念念有词的时尚标榜，设计的精神应该深

入城市的每个角落，与每个市民的生活息息

相关。比如同为“设计之都”的日本神户，

风景优美，但多地震等自然灾害。为减轻灾

害破坏，建造一个使得市民安全、安心的

城市，设计师将水按照清洁程度分成三个种

类，分别用白、黄、黑的标签来标注，比较

最清洁的饮用水使用白标签。这样在灾害期

间既能合理使用宝贵的水资源，又能方便灾

民用水的需要。这种设计从技术上讲实在谈

不上高深，但在灾害发生期间却能够挽救性

命，达到了设计的最高境界。又比如，在另

一个“设计之都”首尔，500公里长的汉河

横穿市区，两岸的设计非常美丽，这与深圳

的沿海绿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在这里呼

吸新鲜空气，尽情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自

然而然地接受了保护环境的理念。

芬兰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托曾说过：“在

地球上创造一个天堂是设计师的责任。”对

于生活在深圳这座“设计之都”的民众来

说，每个人都是城市环境的塑造者，也是都

市气质的承载者，是广义上的“城市设计

师”。只有以人为本的设计才能够让民众感

受到设计的魅力，只有热爱生活的民众才能

与设计保持良好互动，使得设计在都市生活

中担当更大的作用，真正践行“设计是生产

力”的理念。

设计之都，雅昌之路，民众之福，如同金

字塔的三层，共同构建起“大设计”的美

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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