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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之计”
——自然灾害危机下的设计

梁瑞峰，谢亚平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让人们再次意识到自然灾害的威胁，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利用设计抓住机遇，从而充分发

挥其力量应对灾害。面对危机，设计该怎么做？本文以问题为导向，以分析案例为方法，通过不同视角来阐释在灾害危机发生

前、发生时、发生后三个时间节点中设计应该如何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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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n of Design: The Design of Natural Disaster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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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VID-19 has made people realize the threat of natural disasters again and let them think about how to seize oppor-

tunities and give full of their strength to cope with disasters. In the face of crisis, what should design do? Posing problems and adopt-

ing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ains how to design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disaster crisis throug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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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影

响。如何应对灾害再一次成为设计师需要面对的问

题。自然灾害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然灾害

随机出现、快速发生的特性让人类无法避免[1]，因此人

类能尽力做到的便是“防灾”与“减灾”两个不同阶段的

事务。这也让设计的思维和方向显得尤为重要，需要

设计师找到不同于过去的角度，建构更为有效的防灾

意识与方法。

一、“绸缪之计”——捕捉微弱信号

要减少受灾后的损失，灾害的预防成为关键影响

因素，设计需要帮助人们做到“时刻防灾”与“准备减

灾”，总体来说便是“未雨绸缪”。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经验的累积，可用于防

灾的设计产品也在逐渐增多，各个国家根据国情也成

立了相关应对部门，联合诸多设计力量开发更多的防

灾减灾产品[2]。防灾减灾设计产品本质上为“工具”，

而这些“工具”本质上又是人类长期以来防灾经验的延

伸产物，因此需要运用经验，去创造更为合理、有效的

防灾减灾产品。就目前人们掌握的科技而言，若继续

逐步将防灾经验运用到这些防灾减灾产品设计中，防

灾减灾的效果将呈上升趋势。在未来，现代防灾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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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会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层出不穷，更多材料的应用、

技术的掌控，让防灾减灾产品也逐渐趋于高科技化与

高效化，进而更人性化。然而在总结经验、运用经验的

同时，还需要做更多的“前瞻”。设计不仅可以是事后

问题的“处理者”，更可以是问题发生前的“先觉者”。

这就要求防控设计者去捕捉一种“微弱信号（Weak

Signal）”，这里的“微弱信号”并非指电磁信号，而是一

种极其微弱以至于几乎不会有人发现的趋势。在 21

世纪，自然灾害将会是人类文明生存的最主要威胁之

一。并且，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伴随着“蝴蝶效应”，例

如全球变暖所引发的大量灾害将会逐渐出现。由于全

球化的潮流不可阻挡，人类各个社会皆无法独善其身，

所以捕捉到如同蝴蝶振翅一般微弱的信号便极为关

键。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将过往的灾害案例进行分

析，尤其是从灾害源头进行分析，其后再进行拓展研

究。并且在研究过程中，要打破常规思路的束缚，这是

因为“微弱信号”并不绝对处于常规分析中，但这同样

也将会成为问题和难点。在发现全球变暖的“微弱信

号”时，正逢人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化浪潮下少

数人依据二氧化碳的增多推断出了全球变暖的“后

果”，而这些“后果”已经在20世纪末期及21世纪初频

繁展现，诸如慢性的极地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更有

突发性的灾害。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科

认为，2019年末的澳大利亚山火是气候与山火联系的

典型个例[3]。2020年东非蝗灾也被普遍认为也是由全

球变暖所引起的链式反应之一。

当下，设计者也应该成为这样的一种“先觉者”，正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需要思考如何通过设计思

维从“当局者”变为“旁观者”。最后，设计者在经由分

析后需要得知自然的一些微妙变化，以及未来会产生

怎样的灾害，从而明确自身该设计怎样的产品。目前

人类所做的震灾、水灾等灾害防控，均是一种信号的捕

捉，不同的是，这些灾害的信号性更强。而未来给人类

造成巨大伤害的灾害，目前可能只有“微弱信号”，随着

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诸多环境问题的出现，

未来人类可能将面对更多未知的灾难，设计者通过设

计去熟知生态，结合科学知识进行“微弱信号”的捕捉，

则是一种谋求生存的绸缪之计。

二、“共生之计”——利用生物科技的危机设计

当灾害已经发生时，如何通过设计进行减灾干预，

如何高效应对危机也是重点之一。人类只是地球上微

小的一份子，只是众多生命中的一员，地球已经经历过

数次生物大灭绝，可以明确地说，没有任何生物可以控

制地球，对自然的敬畏也是人类的生存之道。纵观人

类历史，虽然曾有“战胜自然”这样不切实际的妄言，但

是总体来说还是以“师法自然”为主。人类在对自然进

行学习、模仿、探索的过程中逐渐理解自然并与自然界

和谐共融。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动机便是生存，而相

对于人类的存在时间而言，大自然是永存的，如何长久

地与自然“共生”，如何找到适应自然环境、与自然环境

和谐相处的生存手段等问题同样考验着设计师们。

在漫长的时间积累中，仿生设计（Design Bionics）

作为一种有效的生物科技，成为了人类较为新式的设

计手段。仿生设计是指人类模仿生物系统的原理来建

造技术系统，或是使人造技术系统具有类似于生物系

统特征的设计[4]。随着知识的积累，人类通过观察到

的形态对生物获得了更多的认识，逐步将生物的能力

和生物本体进行分离，对外部形态和外在结构进行研

究与模仿。经过仿生设计，人类也逐渐改变了生活方

式，甚至改变了世界的发展格局，诸如模仿飞行动物发

明的飞机，改变了人类常用的交通方式，推动了全球

化；雷达的发明改变了战争格局，也为科学探测提供了

极大的帮助；声纳的发明让人类的海上活动更为安全

且有效率。仿生设计的运用也是在人类逐步适应自然

环境的过程中发生的，但是在未来人类将面对的是更

为严酷的环境，为达成“共生”，需要作出更多的设计

尝试。

在未来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海平面将会上升，从

而导致大量低海拔地区被淹没，大量的人口将失去居

所。人类将海平面上升判断为栖息地的丢失，究其根

本原因是人类无法在海水中呼吸，也就无法生存。若

是利用仿生设计，为人类创造在水中长时间生活的产

品，那么海平面的上升将不再是对人类生存空间的威

胁，而是成为生活方式的重构。日本青年设计师龟井

润及其设计实验团队曾有过相关的仿生设计实验。为

应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人类生存空间缩减，团队设计

名为“AMPHIBIO”的未来服装，即一款使用3D打印技

术产出的两栖服装[5]，见图 1—3。其服装本体可以起

到“鳃”的作用，为人类未来在水下的生活而设计，将

“威胁”化为“日常”。作为一件仿生作品，其设计灵感

来源于水下昆虫的鳃，服装由一件背心及极度防水材

料制成的面具组成，通过模拟动物在水中呼吸的原理，

从周围水中提取氧气，并消散二氧化氮。经过实验，该

概念设计被证明可以为人类使用，但仍存在问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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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满足人类的供氧需求，呼吸鳃的大小将会极其庞

大。虽说还未完全解决广泛应用的问题，但结合“共

生”设计概念的原型已经成功构建，结合生物科技，设

计得以进一步进行尝试。

三、“文明之计”——促进防灾思维的构建

（一）当下中国防灾思维构建存在的问题

若要在突发自然灾害危机下获取更高的生存率或

减少物质损失，则需要社会建立起防灾思维，这也是每

次灾害发生后该有的思考。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

已经拥有诸如“微博”一类较为发达的分享简短实时信

息的广播式社交网络平台[6]。面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微博虽然可以传播实时消息，但是由于其同

期发生的消息门类众广，疫情信息难以在众多信息中

被人们发觉与重视；另一方面，对于突发灾害信息，人

们也通常是“突发式”关切，随着时间推移便会失去关

注。如2017年的四川九寨沟地震，网民的关注舆情变

化，见图4。

可以从图4中清晰地看出，灾情发生后，网民的关

注度在48h内快速地从陡增走向陡减。面对小概率发

生的突发灾害，人们的关注也是快速发生、快速消退，

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的灾情意识。而当灾害再次发生的

时候，便会再次产生“防范不力”的感受。造成以上两

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当时还缺乏独立的疫情信息焦点广

播平台，以及大众长时间处于“无灾害”状态下，没有危

机下的防灾思维。

（二）“灾害文化”下的设计

防灾思维的培养，不仅仅是靠教育，而是要通过设

计将自然灾害防范和应对的知识提升到社会生活的高

度，更要将其变为文化构成的一部分，形成一种“灾害

文化”[7]，在“灾害文化”理念的驱导下，促成更多的设

计产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的日本，属于地震多

发国家，在频繁地震灾难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促使日本

民众产生了“防灾思维”，这也源于日本政府对“灾害文

化”理念的倡导，以及家用应急设计产品的普及，预防

及应对地震灾害是日本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2015年 9月，一本由东京都政府联合日本电通广

告公司和Nosigner设计团队一起编纂的《东京防灾》被

免费送到日本东京民众的家中，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在

于内容的编写兼顾了“日常性”与“突发性”，通过模拟

情节介绍了灾难发生时的对策，更以巨大篇幅详述了

灾难前所应有的各项准备，《东京防灾》书籍见图 5。

只有“日常性”与“突发性”的结合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降

低灾难带来的损害，并且还同时兼顾了“自助”与“共

助”，通过书中的对策明确告诉人们应将保全自己及家

人作为第一位，并在灾后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他人。不

图1 AMPHIBIO服装 图2 水中氧含量实验 图3 AMPHIBIO服装整体效果

图4 震后48 h时间热词趋势 图5 《东京防灾》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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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如此，该书还强调了“理论”与“实践”，引导民众在灾

害发生前进行模拟演练等。一本设计于“灾害文化”下

的书籍，用最常见的日本文化元素，结合实际特点，高

效地促进日本民众防灾思维的构建，可以看作是设计

在防灾文化领域的一种有效的实施措施。自然灾害具

有普遍性，而人们的防灾思维也可以具有普遍性，通过

设计让防灾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培养危机意识、

防灾思维，从而能够理性地采取防灾应对措施。

四、结语

若将地球的历史比作时钟的12个小时，人类的历

史只占其中的 3 s，在自然面前不过只是“沧海一粟”。

而当人们学会运用设计之时，则开始在求生的同时探

索与自然的共生之道。设计是一种创造行为，是让人

类不被灭亡的一种智慧[8-9]，承担着改变人类生存命运

的责任。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再次突显

了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的脆弱性。自然灾害的不确定

性与突发性危及人类的生命安全，并且灾害带来的不

只是物质损失，更有情感的损失。设计在人类面对灾

难时则可以成为关键力量，合理的设计可以做到未雨

绸缪，让人在面对不可抗的灾难时有更多应对手段；更

能在灾害发生后促进构建防灾思维。在未来，设计者

要继续考量如何平衡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灵活的

设计，运用“设计之计”，发挥与自然共生的有机动能，

进而拯救更多的生命与物质财产，而这也正是设计的

关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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