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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些老物件
谁的DNA动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上海搪瓷
业发展。多格食篮就是在这个
时候兴起的新型搪瓷产品类
型，是国家非常重要的出口产
品之一。搪瓷多格食篮一般由
外层铁制框架和多层搪瓷食物
容器组成，灵感来源于古代传
统食盒的式样。三角牌搪瓷多
格食篮的容器为碗状，在底部
轧有一圈环形箍，在保障容器
强度的同时与容器开口处契
合，实现了多层容器堆叠放
置。整体造型简单大方且经济
实用，容器轻便且易于清洗，因
此风靡一时。工厂职工们长年
累月地用多格食篮携带午餐是
最常见的现象。

三角牌搪瓷多格食篮 1976年

呈现中国设计的发展脉络
读品：请先谈一谈写作这本书的

初衷。
林晶晶：在意大利学习设计期

间，我深入接触到意大利设计悠久的
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让我不禁
想了解同一时期中国的设计历史。
回国后，我加入了华东师范大学设计
学院，并成为沈榆老师领导的文献研
究中心的一员。在研究中心丰富的
文献收藏中，我逐渐发现，中国其实
拥有非常丰富的设计历史，但这一历
史尚未得到系统的梳理和传播。

于是，我开始尝试整理中国设计
的历史脉络。然而，中国现代工业化
进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要完整
呈现这一脉络并非易事。正如我们
常说，设计是以人为中心的，其根本
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生活。在这一思
考的指引下，在凤凰美术出版社原总
编方立松老师和本书编委会主任沈
榆老师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一个精
巧的切入口，就是以民生设计为核
心，呈现中国设计的发展脉络，展现
民生产品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重
要角色。这一视角不仅简明而有力，
也能更直观地见证中国工业化发展
的独特历程。

读品：对您来说，写作的难度和
挑战在哪里？过程中需要大量资料
的查找和查证。选出 100 个产品，是
否有所取舍？

林晶晶：对我而言，这本书的文
字量并不算大，但其难度主要体现在
产品选择标准的制定和产品溯源工
作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工
业化发展始终在政策的引导下不断
调整、适应、优化与改善，逐步实现工
业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民生产品
设计也经历了从技术引进与仿制，到
自主设计与大规模生产，再到自主创
新的发展历程。这些设计逐渐形成
了完整的产品链，经典民生产品不断
推陈出新。如何制定科学的选择标
准，从众多产品中筛选出具有代表性
的案例，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过程。
为此，我们多次组织专家论证，反复
研究、分析与讨论，最终确立了“民生
普惠性、产业奠基性、价值时代性、档
案可溯性”四个维度，作为衡量和筛
选产品的标准。在这一框架下，经过
多轮筛选，最终确定了书中收录的
100件经典民生产品。

此外，民生产品从试制到量产，
再到持续改进，其不断更新迭代的特
性，使得精准溯源其年代变得极为困
难。为此，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搜集
一手资料，并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专
家、设计师、工程师等亲历者，以尽可
能准确地还原每件产品的时代背

景。这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还要特
别感谢我的责任编辑刘九零老师，她
在审稿过程中不厌其烦地进行核验，
为书稿的精准性与科学性提供了重
要保障。

见证历史，触发美好回忆
读品：书中的民生设计，会引起

集体怀旧，请分享一下您的个人记
忆。

林晶晶：作为一名80后，我从小
在南京长大，童年的记忆里充满了许
多怀旧民生产品的影子。比如，熊猫
牌收音机、彩色电视机，这些都是陪
伴我成长的重要物件。还有妈妈一
直使用的缝纫机和电熨斗，也深深印
刻在我的记忆中。

作为本书的作者，书中的许多产
品都让我印象深刻。比如，红旗牌
CA770型高级轿车。这款车不仅是
一个经典的设计案例，更承载了深刻
的时代意义。最初，我们计划拍摄这
款车的实物模型，但考虑到模型可能
无法完整呈现产品的细节，最终决定
前往工业设计博物馆，拍摄实物车。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多角度拍
摄与拼接的方式，从几十张甚至上百
张图片中进行后期处理，最终呈现出
完整且细节丰富的产品图片。值得
一提的是，当摄影团队见到这辆实物
车时，都显得异常兴奋，忍不住上前
体验。这种由衷的兴奋感也说明，从
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款车依然是一个
经典的设计，不仅见证了历史，也触
发了我们对于过去的美好回忆。

读品：书中将民生设计分为四个
阶段，这样划分的依据是什么？

林晶晶：中国工业产品设计的发
展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
经历了诸多曲折和挑战。但不可否
认的是，每个历史阶段，中国设计都
达到了那个时期的独特高度。本书
的写作，其实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党
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史
的学习和理解，同时结合了中国民生
设计的发展规律和实际情况，才一步
步理清了设计发展的脉络。

书中的章节划分没有完全按照
传统的编年体，而是结合了社会、经
济发展的关键节点，同时遵循设计自
身的内在逻辑，把中国民生设计的发
展划分成了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
阶段是1949年到1959年，我们称之
为设计启航，是以新中国成立和第一
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为起点，这段时间
的设计主要围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和
支持国家建设展开，比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十周年时推出的民生设计成
果，就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节点。

第二个阶段是 1960 年到 1978
年，也就是设计探索，这是计划经济

下民生设计和国家工业化体系建设
相结合的时期。这时候的设计任务
很重，不仅要满足国计民生的需求，
还要推动整个工业体系的完善，可以
说肩负了双重使命。

第三个阶段是 1979 年到 2011
年，设计赋能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设计迎来了快速发展。大量引入
国际先进设计理念，推动了民生产品
在质量和种类上的显著提升，可以
说，这一阶段设计真正开始赋能经济
和社会发展。

第四个阶段是 2012 年至今，也
就是设计创新阶段。这一阶段以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重点。中国民生设计逐步
形成了独立的话语体系，同时展现出
了更强的文化自信和国际影响力，尤
其是在全球化的舞台上，中国设计越
来越有自己的声音。通过这样的划
分，我们希望能够展现中国民生设计
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让大家
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设计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同时为探讨中国设计的未来
发展方向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民生设计的核心始终是
贴近生活的创新

读品：您怎么看到民生设计的贡
献和意义？

林晶晶：民生产品的范围其实特
别广，跟大家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
可以说是直接影响了我们每天的生
活。不同的时期，民生设计都在聚焦
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满足老百姓的实
际需求。通过改善生活质量、优化使
用体验，还得让大家对这些产品有情
感上的认同感，从而不断提升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比如，上世纪的搪瓷多格食篮，
材料简单，但设计特别巧妙，完美解
决了当时食物储存和携带的问题，确
实给普通家庭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
便利。还有幸福牌120型简易相机，
质量可靠，价格也很亲民，让普通人
也能记录下生活中的美好瞬间。跃
进牌推出的电视、收音两用机，也是
物美价廉，直接丰富了老百姓的文化
娱乐生活。再往后，从和谐号到复兴
号，中国高铁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大家
的出行方式，让快速、便捷的出行成
为日常。可以说，民生设计的核心始
终是贴近生活的创新，努力让大家在
日常生活中切实感受到便利和美
好。它不仅关注每个人、每个家庭的
生活提升，还在满足社会基础需求方
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了
国家工业化进程和社会全面发展，真
真正正地成为了服务民生、助力社会
进步的关键力量。

父母辈最钟爱的玻璃
杯是哪一款？什么是“三
转一响带咔嚓”的当家花
旦？20世纪 70年代工人
们 的 带 饭 神 器 是 什
么？……在新近由江苏凤
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共
和国 100 个经典民生设
计》中，这些关于老物件的
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双喜牌玻璃杯、永久
牌28寸自行车、三角牌搪
瓷多格食篮……在中国工
业化产品设计发展的过程
中，与人民生活相关的产
品设计始终占有重要的位
置。这些“温暖设计”见证
岁月的变迁，反映时代精
神风貌，彰显社会文化价
值，承载老百姓的美好记
忆，唤起人们的怀旧情
愫。正如本书策划人方立
松所说：“我们周围的许多
东西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她
存在岁月的记忆里，亲切而
温暖；她生生不息，时时更
新，照亮我们的生活，并通
向未来；她让我们看到一个
时代、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大
潮的脉络和印记，成为民生
发展、文明进步的鲜亮底
色。”

现代快报记者专访了
该书作者林晶晶，在她的
笔下，呈现了国家建设发
展与人民生活向往之间的
互动，呈现了中国工业产
品设计历尽艰辛、从无到
有、如繁花般绽放的生长
图景。从一件件经典民生
产品的档案中，亦能窥见
与所处时代中国“大历史”
的关系。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凡
受访者供图

1982 年，上海洗衣机总厂
首次推出洗衣功能齐全、安全
可靠的水仙牌双桶洗衣机。
该机型具有洗涤、漂水、脱水
三种功能，能够很好地满足家
庭日常织物的清洗需求，且可
自由选择水流、水位，实现经
济用水，是十分节能、便利的
家用洗衣机。不同于常规的
平台型洗衣机，该机型以琴台
式造型为主，主要在控制台上
做了倾斜设计，表面布局呈现
了大小旋钮与按压圆键，强调
了控制功能，使得俯视操作更
为便利。机型正面匀称的长
宽比例，也令机身造型更有变
化、体态更加优雅。

产品档案

1955 年，上海自行车厂推
出了永久牌 28 寸平车，命名为
标准定型的自行车，即“标定
车”。1956 年，该车投入生产，
开启了中国自行车工业化的
历程。永久牌 28 寸标定车以
其实用性和美观性著称，车辆
整体设计强调功能美学与机
械美学的和谐统一。车身外
观线条流畅均匀，车铃、尾灯、
鞍座等每一个部件细节设计
都恰到好处，没有多余装饰，
既满足了功能性，又增加了高
级感，体现出中国自行车设计
的美学内涵。永久牌 28 寸标
定车奠定了自行车在“三转一
响带咔嚓”系列轻工业产品中
的榜首地位。

永久牌28寸自行车

水仙牌双桶洗衣机 1982年

1955年

熊猫牌 601-1 型收音机

双喜牌玻璃对杯

双鹿牌单双门冰箱

兰州工字牌搪瓷面盆

蝴蝶牌 JA1-1 型家用缝纫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