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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7月11日讯（记者 郭静 霍晓蕙
王帅军）“世博会是科技文化的盛会，从

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设计的盛会。”7月11日上
午，山东馆常务副馆长、设计总监潘鲁生应上
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邀请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专
题讲座《为世博而设计》。

讲座是世博会“山东活动周”一项重要的
文化交流活动，代表山东省世博会组织单位，
面向广大上海市民、知识群体，从专业角度分
析解读世博会，介绍山东省参与世博会的理念
和实践。

潘鲁生以“为世博而设计”为题，从设计
角度切入，全面梳理世博会设计的演进历程，
分析总结世博会山东馆的设计案例。

“世博会是科技文化的盛会，从某种程度
上说也是设计的盛会。”潘鲁生说，他介绍，
在世界博览会发展进程中，现代设计也走过了
“工业化”与“去工业化”、“商业化”与
“艺术化”、“生态化”及“可持续化”交织
发展的历程。在“工业革命”震撼下，设计曾
凸显“机械之美”；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设计
曾致力引导消费行为；在相应历史时期里，人
们也曾追忆传统手工艺、追求艺术性以弥补工
业设计、商业设计的不足；这都从不同角度体
现了设计对生产力的诠释、对生活方式的引
领，世博平台上凸显的设计视野、设计力量因
此耐人寻味。

近三百名听众通过提前预约、订票的方式
到场听取讲座，他们在交流中给予了高度评
价，在讲座结束后他们排队索取签名留念。

27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亮相世博山东
周，个性十足，文化气息浓郁。其中，
展区中悬挂的一件色彩纷呈的“粗布”
制品引得不少游客驻足。

这种乡土气息浓厚的“粗布”，就
是山东鲁西南地区一种民间纯棉手工纺
织品——— 鲁锦。其工艺和制品具有2000
多年的历史。2006年12月30日，鲁锦
被列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6月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7月10日中午，世博山东周上演了
一场互动体验节目，宝钢传习区山东非
遗项目展示现场热闹非凡，有位老人却
戴着老花镜，专注地在一块棉布上绣
花。有人走近咨询时，她便停下手中的
活儿，站起来热情地给大家介绍。

她叫赵芳云，济宁嘉祥人，今年67
岁，从事织锦手艺半个多世纪，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锦的传承人。

赵芳云自幼随母学习鲁锦织造，技
艺十分精湛。她擅长织造婚嫁用品，在
她后面的展示区内就挂着不少她的作
品。这些作品纯朴厚重，绚丽多姿，极
具乡土气息。更让人赞叹的是，赵芳云
还能在鲁锦上织出笔画顺畅的汉字，有
一条床单，上面就绣着花好月圆之类的
吉祥祝福。

“可惜织布机太大了，没法拿过来
织给大家看。”赵芳云有些遗憾，现在
闲不住的她只能玩绣花针，三天来已经
绣了不少吉祥的牡丹花作品。

鲁锦展示区内，目前展示的是菏泽
鄄城、济宁嘉祥两地的鲁锦织品。

“没想到在世博会这么大的舞台

上，还有这么多人关注这种土特产。”
中国鲁锦博物馆馆长、鄄城鲁锦工艺品
公司总经理路维民感叹，“可见民族的
就是世界的，由此我更坚定了让鲁锦走
向世界，让山东非遗项目传承并发扬光
大的信心。”
(本报特派记者 郭静 霍晓蕙 王帅军)

今天，令人印象最深的非日本产业馆莫属，馆内展示
了日本各大企业的文化理念与创新成果，一场别出心裁的
3D电影将日本发达的科技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参观过程
拉近了我们与尖端科技的距离，让我们对人类的未来之路
产生无限遐想。 ——— 高翔

今天参加的信息通信馆向我们展示了现代通讯科技的
飞速发展，整个场馆的演示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围绕我们每
个人的梦想展开，未来的生活通过影片和互动形式来模
拟，相信未来生活会像我们的设想一样美好。 ——— 彭喆

一次世博游，好像一次小小的环球旅行，世界各地把最美
的风情展现给我们，我们被各种迥异的世界风情深深吸引。这
次盛会让我们看到，自己和世界很近，家乡、祖国和这一切交融
得如此和谐。 ——— 高畅

城市案例馆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从这里我们可
以看到全世界最有特点的一些城市的发展过程和未来发展
方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better city，better life这一
主题。 ——— 徐任远

今天我们满怀着对科技的好奇去了带有神秘
色彩的日本产业馆。日本产业馆很特别，一根根钢
筋杂而不乱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进入场馆，我们看
了一部短片———《生命之星》，它告诉我们，当地球
面临各种生态危机时，要学会创新。同时，呼吁人类
保护好我们大家共同的母亲——— 地球。环保是个经
久不衰的话题，在面临生态危机的现在，的确应该
关注地球，反思自己的行为。
在3D场馆内，影片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医疗的进化，

全方位立体的短片让我回味无穷。看了许多奇幻的短
片，我一次又一次感受着科技和视觉的冲击，激动不已。

之后，我们去了信息通信馆，去感受科技信息
的魅力。在信息通信馆内，我们人手一部CCP的手
持设备，搜集自己关于通信的梦想。在这里，我们同
样看了一部短片，它讲述了信息传递在历史上的演
变。对于信息科技
的高速发展，我真
的是惊叹不已。

生活日报小
记者 唐雪蕾

生活日报7月11日讯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11日
上午，在世博园新西兰展馆，Monica White女士拿着学生
高畅送给她的礼物，连连赞叹，高兴得爱不释手。“天翼
世博行”优秀学子世博采访活动第二天，同学们走访了十
几个展馆，他们将自己从山东带来的礼物送给馆长或工作
人员，并与他们进行了交流。

此次世博采访活动启程前，同学们商议，这次活动在
世博山东活动周期间，每人带一件礼物送给国外展馆的馆
长，传达我们的友情，也展示我们山东的文化。临行前，
每位同学都至少准备了一件礼物，有的是自己制作的，有
的是精心选购的，这些礼物都代表着山东文化和山东特
色。

今天上午，高畅同学带着她的礼物：和奶奶一起绣制
的鲁绣工艺品来到新西兰馆。毕业于济南外国语学校的
她，熟练地用英语与工作人员Monica White进行了交流。
当她拿出自己带来的礼物时，Monica White瞪大了眼睛，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她说，她十分喜欢中国文化，
真没想到会收到来自中国山东的这么好的礼物，这是她在
中国收到的最有特色的礼物。

在约旦馆，彭喆和高翔同学把自己编织的中国结送给
馆长，这位馆长十分高兴地与两位同学交流起了两国的民
间艺术，最后这位馆长向两位同学回赠了他的礼物：两枚
带有约旦和中国国旗的徽章。

张迪、陈大鹏、胡晓培、傅强、徐任远等几位同学也
走进坦桑尼亚、纳米比亚等国展馆，给馆长送上了他们的
微型潍坊风筝、布老虎、竹雕扇子等礼物。

“虽然我们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明显感觉到对方
的感动。”送完礼物的徐任远同学说，这次的“友谊信
使”之旅十分难忘。 （本报记者 王晓明 发自上海）

优秀学子采访团走进国外展馆
送上自己从山东带来的礼物

■学子游世博谈感受

看短片感受科技神奇

胡晓培与纳米比亚馆馆长交换联系方式。 王晓明 摄

高畅将鲁绣送给了新西兰馆的Monica
White女士，两人高兴地合影。

王晓明 摄

潘鲁生解读世博会：

“世博会，也是设计的盛会”

● ●

“老粗布”鲁锦上了世博会
它可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

老人在制作鲁锦。

优秀学子世博采访团11日行程
上午9点30分排队进世博园，进入日本产业馆参观；
10点15分来到信息产业馆参观，听说山东的优秀学子世

博采访团来参观，馆方让同学们从贵宾通道进入；
11点，同学们自行活动，参观了坦桑尼亚、非洲联合馆、太

平洋联合馆等展馆；
晚上8点大家集合去火车站，同学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世博

园。为期两天的优秀学子世博采访活动结束。（记者 王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