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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高考600多分的她选了美院，首届“非艺术生”今年毕业

不设限的毕业设计
是什么样的

遇到盼盼是在青艺周开幕前两天，毕业生们正在展馆里紧张地布展。

00 后的她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头发随意地挽起来，和小伙伴们在一堆高低错落的木制建筑

和图纸材料中穿梭，完成毕业设计的最后一环。

作为中国美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她的“学历”有些特别：毕业于杭州人人都

知道的第二中学，是一名理科生，在进入美院之前毫无绘画基础。

而像她这样非艺考进入创新设计学院的，有差不多 40 来人。

这在美院也是第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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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盼小心翼翼地把手上的模型放好，拍拍

裤腿上的灰，旁边的木架子上是一些房屋建筑

模型，看得出来，是城市设计主题。

她关注的是城乡建设，展开说，就是结合

深圳城市更新的具体情况，着眼南山区华侨

城-白石洲区域，活化城市消极空间，提出了

一系列关于城市微更新的设想。

这件作品，浓缩了盼盼4年的选择。

如果说大一刚入学时还有新鲜感，大二的

盼盼陷入了迷茫。

她入学时的专业是工业设计，虽然身边很

多同学喜欢相对思辨的设计，但她发现自己并

不适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花下去，她更希望

能参与到真实的建造过程中。“看到成品，满足

感太强了。”在我们的对话中，她多次提到“实

实在在”这个词。

创新设计学院用的是研究所制，整个学院

分成了五个研究所：社会与策略研究所、媒介

与交互研究所、产业与图景研究所、技术与造

物研究所和智能与系统研究所。到了大三，每

位同学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研究所，此

后每个学期还有更换的机会。

这其中，社会与策略研究所的方向很符合

盼盼的喜好，让她觉得有望“落地”自己的想法。

“想法”萌发于大一的一堂实践课——那

是一堂她“超级喜欢”的人文田野课，老师带着

大家去了宁波奉化的几个村子里调研。

下乡前，她和朋友们的设想很完美，因为

在网上调研时发现，村子里有很多和传统文化

相关的东西。可到达实地后，他们大失所望：

眼前是全部改造成“江南”白墙黑瓦的村落建

筑，“百年老店”里售卖的却是 3 年前从镇子里

学来的手艺。

“但实实在在的东西是有的，比如他们的

环境，原始房屋建造的方式等等，只是当地人

不懂怎么去挖掘。”这次田野课堂让她关注到

乡村振兴。

到了大三暑假，她曾参与到乡建项目的具

体实践中，见识过真实的阻碍后，她确定了

“乡村振兴”的方向。大四的时候，她选址在深

圳白石洲城中村的毕业设计也逐渐成形。她

讲起来滔滔不绝，“消极空间”“加密”⋯⋯专业

词汇扑面而来，我还在努力理解跟上她的思

维，她甩出一个总结“太有意思了”。

未来，她的研究生方向仍然是城市

研究与乡村振兴，靠在展柜上，盼盼说，

这四年过得非常充实。

“是一个自己去理解想要干什么的过

程。”想到毕设要结束了，她又有点怅然，但

再一想，后面还要做乡建呢，心情就又好了。

4 年前，知道盼盼决定读美院的时候，父

母意见很大。

“你在一个这么好的高中，高考 600多分，

可以选择的学校这么多，为什么要读美院呢？”

盼盼理解，毕竟在她十二年的读书生涯

中，父母很难跳出来，他们总是觉得艺术类学

校是那些成绩不好的人，没办法才去考的，而

且家里也根本没干这行的人。

但她不这么认为。盼盼爱好广泛，高中时

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社团——话剧社、陶艺社、

摄影社——“基本上学校能玩的都玩了个遍，

这个世界不止做题。”

她想过演话剧、做展览，甚至拍电影，但作

为一名普通高中的学生，怎么参加艺考呢？这

个想法很难落实。

巧的是，高三的时候，美院来学校宣讲：招

收首届“三位一体”学生，直接三位一体加高考

就有机会被录取。这对于大部分普通高中的

学生来说或许是个“波澜不兴”的消息，但对盼

盼来说，就是一份“令人心动的offer”。

创新设计学院采取混合教学，文化生平均

分布在艺科生之中，比例大概在一比五。同学

们一起画画、一起上课、一起生活，很快父母也

明白，大家都很优秀且努力。

“哇，我从来没有想过上课就是画画，做模

型。”最重要的是,课堂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她举了个例子。

比如老师讲，你要画某一个物品的“解

构”。什么是“解构”啊？老师会说，就是把一

样东西几何化地解构，或者点状、线状、立体化

地解构⋯⋯原来解构可以有不同的结构法。

“所以，很多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一切

都是看自己的审美和理解。”这好比在她面前

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不设限的思路贯穿了整个创新设计学院，

在这里，好像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比如，我看着盼盼非常熟练地装型材，但

她说装型材、切木板、接电这些都是这几天刚

刚学的，“木工、电工⋯⋯感觉自己什么事都能

学会。”盼盼又笑了。

这份自信不是她独有的。

盼盼的朋友真珍，4 年前是参加普

通高考的文科生，入学后选择了

技术与造物研究所。毕业设计她以《诗经·七

月》为灵感，利用数据生成形态，建构出一件艺

术化的场景，完成了艺术与科技的双重跨界。

同样，学院里 200 多位当年参加艺考入学

的学生，也没有为理工科的知识所限。

小陈在做毕设的这几个月现学编程，完成

了第一件装置艺术——他将机械器官与黄帝

内经图结合，体现了强大的思辨和表现力。

他说自己在大学四年里，最享受的就是对

于不同媒介的探索。

而亮洁则和小伙伴们一起，设计了一套利

用偏振光引导飞蛾回归森林的装置，作品背后

复杂的程序设计，我听听都脑子发懵。

“我觉得学院教给我们的不是某种技术，

而是建立起一种思维方式，让我们提出设想，

并且自己想到方法去实现。”

这些 00 后的“未来创新设计者”关注的议

题包罗万象。

小方和组员用回收的塑料瓶盖为越来越

多的平衡车等新型代步工具，进行了未来跑道

的设计；

嘉钰和许源的小组关注农业普及和未来

农业的话题；

小芹和组员们用声音和生物影像表现出

数据对生物基因序列的影响，是一种未来设计

的探索⋯⋯

“我们有无限可能。”这是 4 年前创新设计

学院在招生宣讲时，对还在高中的学生们做出

的许诺。而这场毕业展让我们直观地看到，这

是学校和学生的共同收获。

展览开幕当天，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席许江在这些跃动着的思维之间观览了一

圈，说：“这是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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