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喜欢动手创作，给设计赋予

更多小巧思。在我看来，万物皆可

利用。例如我工作室大门的门把

手，“前身”是一块黑山石边角料。

黑山石常常被用于景观打造，这块

边角料是我之前从外地随手带回来

的。我找了一家大理石加工厂把它

切割成两半，并在石头表面喷上防

护剂，这样既能提升光泽度，还不会

沾灰。最后再搭配了个 10 元钱买

的配件，一款造型独特的门把手就

完成了，在阳光下还特别显质感。

很多人一走进我的工作室都会

被一个巨大的圣诞花环吸引，还有

一些女孩子会特意过来打卡拍照。

花环是用我在山上收集的树枝一点

点搭建起来的，上面搭配的大蝴蝶

结则是我设计好样子后，买来棉花、

布料找裁缝缝制的。

我的工作室里，连接上下两层

空间的旋转楼梯乍一看平平无

奇，其实楼梯的栏杆却花了我不少

心思。在建造旋转楼梯时，为了把

部分栏杆打造成流畅的弯曲造型，

我想了好几个办法，最终选定以钢

筋作为材料。弯曲成型并刷上金属

漆的钢筋形成了独特的工业风装

饰，和周围环境相得益彰，可以说经

济又美观。

当然，这些设计改造都有个共同

秘诀，那就是先观察材料本身的“性

格”。不管是黑山石的

天然肌理，还是钢

筋的力量感，

都不应强行

去改变，而

是要找到最

合适的表达

方 式 ，帮 它

们融入环境，

让平凡的材料在

设计中“重生”。

古琴弹拨时代声音
黄敏晓

从空城计里诸葛亮高坐城门独奏退敌的惊鸿一瞥，到千年古城里的弦
歌不辍，14年的时光里，黄敏晓以热爱为名，完成了一场与中华文明的隔空
对话，以创新为力，演奏出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的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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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芝英琴画书院开设古琴课程时，我感到意外又惊

艳。相比笛子、二胡、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古琴真的算得上十分冷门。但古琴

历史悠久，是历代文人雅士抒怀寄情之物，其自带的高雅属性又让人心生向往。

在采访黄敏晓的学员时，他们的反馈也是如此。他们平时大多忙碌于农村

日常工作，学习古琴之后，觉得精神世界像是受到了洗涤，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

满足感。这或许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口述/黄敏晓 整理/融媒记者 何悦

记者旁白：

在这个自称“18线女设计师”的姑娘看来，建筑是生活

的容器。所谓设计，不过是把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温柔地具化成可触

碰的日常。有温度的设计往往不在于昂贵材料的堆砌，而在于与生活

真实共契。

口述/陈静 整理/融媒记者 张曼欣

记者旁白：

从初出茅庐的“杭漂”，到扎根故乡土壤的创业者；从“斜杠青年”，到
“90后”独立室内设计师，身在永城却做对标前沿的设计⋯⋯陈静的成长轨
迹始终与“空间再造”相连。

设计编织理想家
陈静

设计本身有价值

有些朋友会问我，为什么会从

事室内设计这个行业？其实说起来

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在我高考填志愿那年，国际贸

易、计算机等专业炙手可热，竞争比

较激烈。我爸爸从事土建工程行

业，可能受了他的影响，我对空间构

造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再加上当时

室内设计报的人少，于是我就填报

这个专业，走上了一条设计之路。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杭州。毕业

的第一个月，我独立完成了一个沙拉

店工装设计项目。那段时

间，我还对民宿进行设计

改造，并挂在旅行房屋租

赁平台上接待来自五湖四

海的房客。用当时的话来

说，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

的“斜杠青年”。

真正让我蜕变的是跳

出舒适圈回永发展的决

定。说实话，从我回永后

就职几家装修公司的经历

来看，在县级城市普及收

费设计是一件有难度的

事，设计费用基本属于附

赠部分。但我始终认为设计本身就

有价值，它不是简单地画图纸，而是

在编织一个理想家。我想尝试更多

自己想设计的风格，于是，去年我开

设了尘里设计工作室，成为一名真正

的独立室内设计师。

不同于工装设计的模式化，家

装设计多了些人情味。家装设计远

不止停留在外表的美观上，其硬装

设计和软装搭配，更要聚焦于居住

者的日常生活细节中。例如卫生间

的布局、灯光的色温等，都需要根据

居住者的生活习惯和喜好进行设计

定制。这就要求我深入客户的实际

生活场景，和客户“同纬度”对话。

我始终希望我的设计能给大家带来

舒适和愉悦。

设计周的趋势要比市场提前两

三年，作为设计师一定要走在市场前

面，所以我经常出去看设计周、家居

展等各种展，了解趋势并快速充电。

我还喜欢收集“美”的东西，常常

淘一些老物件收藏在工作室里。这

些物件和现在的工艺不一样，不是通

货，大众接受度比较低，但有时候也能

碰上有缘人，在新居所里重获新生。

让平凡材料在设计中“重生”

一眼惊艳开启学琴旅程

从小，对艺术的热爱就仿佛刻

在我的骨子里。我喜欢唱歌跳舞，

自学过越剧，享受从中获得的满足

感。然而没有学过乐器，却是我心

里一直以来的遗憾。

直到2011年的某一天，我看到

电视里播放的一个画面——诸葛亮

高坐在城头，十指起落间，琴音深沉

宽广，敌军退却。这个画面瞬间击中

了我，想学习古琴的渴望一下子就

攀到了高峰。刚好那时时间充足、经

济宽裕，家人也支持，我立刻下定决

心，圆了年少时缺失的“乐器梦”。

作为一种小众冷门的乐器，那

时在永康找不到专业的古琴老师，

于是我去了上海、北京，拜访专业学

院的老师，在他们那里学习。

初学时，有位老师告诉我，“学

习古琴是一种福分”。一开始我并

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直到琴艺不

断精进，逐渐接触到古琴文化的深

层肌理时，我这才发现，在“好听”之

外，古琴更像是一种修行。

给学生上课，我以“修行养生”

的理念让学员们了解古琴。一方

面，弹奏古琴对坐姿和气息都有要

求，需要挺直脊梁、注意呼吸吐

纳，长久练习下来能够带动体内

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弹奏古

琴还需要一个平和的心态，这

样才能感受其中的意境，让

音乐带动向上、向善的力量。

学无止境。现在，我

仍然每年都会抽出一段

时间，前往老师处进修，

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艺，

还会去观摩老师傅制作

古 琴 的 过 程 ，了 解 选

材、工艺，学习如何精

准判断琴的品质。

融合创新拓展传薪之路

2020 年，怀揣着对古琴的热爱

与传承的使命感，我踏上了授课之

路。我的学员翁华杰是当时芝英

社区学校的校长。2023 年，在他的

邀请之下，我来到芝英社区学校授

课。

第一期教学结束后，学员们积

极反馈，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在社

区学校和镇里的支持下，古琴融入

了古城，在大大小小的活动中亮

相。目前，我在芝英开设的课程有

零基础初级班，有进阶提升班，还有

在芝英小学蓬勃发展的少年班。越

来越多的人了解古琴，加入了学习

古琴的队伍。

在授课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

若想让古琴文化真正得以传承与发

扬，绝不能固步自封于古曲的天地，

而是要勇敢地开拓创新，让古琴与

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

于是，我转变思路，在教学中

融入诸多现代曲目。这些学员们

熟悉的旋律，更能引发他们的兴趣

与共鸣。在芝英镇各个文艺演出

的舞台上，我带着学员们表演《半

山听雨》之类的现代

曲目，更符合大众的

口味。

去年，有人问我能

否 用 古 琴 演 奏 红 歌 。

一开始我拒绝了，因为

在网上找了很多版本，

听 起 来 总

觉 得 差 点

意 思 。 后

来，我特意

寻了老师，

一同为《我

和 我 的 祖

国》重新编

曲。目前，

这 首 曲 子

仍 在 打 磨

之中，不久的将来，大家就能听到

古琴版的《我和我的祖国》了。

古琴在音乐领域有无限的可

能，未来我会继续挖掘古琴演奏的

潜力。我希望经过与现代元素的融

合创新，能够让这个中华民族传承

千年的乐器焕发出更多的生机。

讲述人：
陈静 室内设计师

讲述人：
黄敏晓 古琴老师

陈静的作品

黄敏晓教授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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