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时期的设计师群体追忆68联盟的风华与挑战
<p>在中国历史上，文化大革命（1966-1976）被认为是极其动荡的一
段时期，那个时期对社会各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艺术和设计领域。
这个时期见证了一批年轻设计师自发组建的“68设计师联盟”，他们以
自己的方式回应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压力，并试图通过艺术表达自由思想
和个人情感。</p><p><img src="/static-img/eb2a3oCsddg3jcsrMP
33QfOaeRo3DkoigixWgLl07JM-ZsBVnc_p_9JqYMJxHn7w.jpg"><
/p><p>结成之初</p><p>1968年，是文革最为激烈的一年，当年的学
生运动席卷全国，每个城市都有红卫兵组织，他们带着满腔热情去清算
所谓的“四旧”——传统文化、封建残余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受
过教育但又无法参与政治斗争的小青年们开始寻找其他途径来表达自己
。于是，有几位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小型团体，这就
是后来的“68设计师联盟”。</p><p><img src="/static-img/O4icH
oTHSfB9tIV34buBA_OaeRo3DkoigixWgLl07JM-ZsBVnc_p_9JqYM
JxHn7w.jpg"></p><p>设计理念与实践</p><p>这些人不仅仅是画家
或雕塑家，他们也涉足了广泛的领域，如平面设计、视觉传达、产品设
计等。他们相信通过现代艺术可以推翻旧有的意识形态，建立一种新的
审美观念。然而，由于当时严格控制信息流动，他们只能秘密地进行创
作，并且不得不用代号称呼彼此，以保护成员身份安全。</p><p><im
g src="/static-img/Pd1WTdu4MjAYpjSwCGTsB_OaeRo3DkoigixW
gLl07JM-ZsBVnc_p_9JqYMJxHn7w.jpeg"></p><p>艺术展览与交
流</p><p>尽管面临种种困难，“68设计师联盟”仍然坚持举办私人展
览，这些展览成了少数几个接触到现代艺术的人们之间唯一交流的手段
。这些作品虽然不能直接反映现实，但却透露出人们对于自由和美好生
活向往的心声。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在那个时代，即使是在极度分裂
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一种无声而强烈的情感共鸣。</p><p><img src="
/static-img/CLrWjyGURuqibT3WAiaIjPOaeRo3DkoigixWgLl07JM-
ZsBVnc_p_9JqYMJxHn7w.jpeg"></p><p>文化冲击与挑战</p><p>



作为一群追求创新和自由思维的人，“68designerunion”的成员经常
遭遇来自官方机构的大规模打压。当局将他们视为潜在威胁，因为这些
作品可能会激起人们对现状不满的情绪，因此他们必须谨慎行事，不得
公开宣扬自己的工作。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继续探索新颖的艺术形式，
最终这种地下性的活动促进了未来的多元文化发展。</p><p><img 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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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sBVnc_p_9JqYMJxHn7w.jpeg"></p><p>后续影响及遗产</p><
p>随着时间推移，当局对文化政策发生转变，从1978年开始逐步放宽
言论出版限制，对外国文化开放，以及允许部分民间活动开展。这标志
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启，其中许多原先隱藏起来或受到压制的声音得到了
释放。“68designerunion”的一些成员逐渐走向前台，他们曾经秘密
创作出来的事业现在得以公开发表，而那些早年的作品则成为研究当代
中国现代艺术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参考点。</p><p>今天回望过去</p><
p>如今我们回头看待那段历史，无疑是一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过程。那
时候，“68designerunion”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坚持，为后来的中国独
立电影、文学潮流乃至整个改革开放提供了精神支撑。在那个荒凉而又
充满希望的时候，这群人的行为就像是一束光，将希望带给即将走向世
界舞台上的中国人民。而这一切，都源于那场由爱好者自发组织起来的
小小团体——&#34;68設計師聯盟&#34;。</p><p><a href = "/pdf/58
6507-文革时期的设计师群体追忆68联盟的风华与挑战.pdf" rel="alte
rnate" download="586507-文革时期的设计师群体追忆68联盟的风
华与挑战.pdf"  target="_blank">下载本文pdf文件</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