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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育出“绿水青山”

去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落幕
后，上海观众仍对亮相进博会主会场的

巨幅国画《春风又绿江南岸》津津乐道。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幅体积庞大、弹眼落

睛的“明星”画作，诞生于一座由旧仓库
厂房改建的文创园区。

进博会主会场展出的艺术巨制事关

重要。《春风又绿江南岸》当仁不让承担
起首届上海进博会主背景的“任务”，这

幅 8米×13米的青绿山水由陈琪、江宏、
车鹏飞、汪家芳四位画家协力完成，是当

代画家对祖国盎然生机的诗意表达。观
缘文创园提供了巨大开阔的创作空间，

让他们得以肆意挥毫，采取传统平远构
图，以大视野描绘出江南水乡，成就全国

最大尺幅的青绿山水的水墨画。油画家
肖谷那幅设置在首届进博会主会场 1号

点位的大型油画作品《绿水青山》，也是
在这里完成创作的。

观缘文创园的特色是“体积大”。一
期面积 30亩，建筑面积 12000平方米，

二期 18亩，建筑面积 10000平方米，目
前筑巢引凤的效应逐步开始辐射。

非遗传承人、海派知名装裱艺术家
周国伟在此开设“中国书画装帧装裱修

复传承创新工作室”。在国内具有很高
声望的上海水墨名家如陈家泠、乐震文

等画家的工作室，以及中青年画家苏小
松、陈亮等艺术家的工作室接连进驻，

他们的入驻为创意园区增添了人文影

响力。

一心当“全职保姆”

根据统计，目前上海已有 96座文化
艺术创意园区，其中不少在地理空间上

与观缘创意园不相上下。但是，为何这里
对沪上艺术家具有“磁场效应”？

“我们不像有些艺术园区那样只做
收租的房东，我们是上海艺术家的‘服务

员’。”观缘创意园负责人黄豪文告诉记

者。黄豪文团队从书画装裱起家，在这块
土地上完成三级跳，目前成了融合绘画

装裱、古画修复、展厅搭建、艺术品运输
的综合服务商，也成为上海美术产业的

重要配套供应商。艺术家可以在此获得
“一站式”服务，因此“进博会”巨幅画作

等在前期创作时就选择这里。
创意园区为各种艺术机构、艺术家

提供完整的全方位艺术配套服务，甚至
还为青年艺术家在交易后完税，提供版

权授权等增值服务，这在全国都是凤毛
麟角的。艺术家在刘海粟美术馆、龙美术

馆、上海油雕院、朵云轩、苏州美术馆等
国内知名美术馆举办展览，有不少事先

在此装框、仓储、设计，并从这里运输出
门。黄豪文说，“艺术家从艺需要心无旁

骛。而观缘希望成为艺术家和艺术机构
的‘全职保姆’，助力他们前行。”

要打造“创展同步”

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是上海国际艺
术品交易月的重点展览之一，在展会上

的成交作品，将在这几天陆续从观缘创

意园打包发货，邮寄给购买的藏家。上海
青艺博总监王芳透露，错过青艺博展期

的收藏家或艺术爱好者，还有机会到观
缘创意园的常设展厅继续挑选心仪画

作，这里能够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创作、展
览、交流的场所。

除了吸引艺术家的入驻，并为沪上

各大知名展览提供配套服务之外，从去
年开始，观缘创意园把视野放得更远大，

采取“创展同步”的艺术孵化机制。上海
青年艺术博览会常设展厅比篮球场还要

大。本周开始，在观缘创意园门口，四幅
巨大的“寻觅江南：乐震文、陆春涛双个

展”海报醒目异常，这个长三角文化一体
化的代表展览回归沪上，选择此地继续

与上海观众见面。
一个大厅展示艺术名家的

成熟展览，一个大厅陈列新

晋艺术家的艺术实

验，观缘创意园兼

顾了“两头”。在

闵行区梅陇镇

政府支持下，一
墙相隔的 3000

多平方米旧厂
房将接受改造，

在不久将来，观
缘文化艺术展

览馆将落成，

365 天展览中
外青年艺术家

的作品。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旧旧旧厂厂厂房房房孕孕孕育育育艺博会后
那些艺术
品去哪了？

    上海美术学院即将入驻宝武集

团原不锈钢厂地块，记者日前在上海
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上海吴淞国际艺

术城论坛“艺术，都市之颜”上获悉，
这块位于上海北面的钢铁工业遗存

很快将成为上海一个新的文化地标。

艺术教育带来什么
为什么上海美术学院要坚持到

上海北面这样一处尚在转型、并不具

备良好公共设施的环境里面?上海美
术学院副院长金江波表示，因为艺术

是一个改革者，同时艺术家是改革的
先锋队伍。“我们希望把艺术教育作

为艺术改革力量的基因植入到需要

改革的地方。上海吴淞国际艺术城所
处的 100年左右历史的不锈钢厂具

备了我们所想象的空间，满足了我们
想象的条件。”艺术不仅仅在课堂里

面、在大学园区里，也可以是在街头、
在小河的岸边，与原住者共建一个美

的社区，成为有温度的街区，艺术教
育就能够变成无声的力量和创造幸

福的能力。
宝钢兴盛于上个世纪 50年代，

当时上海规划了两个重工业基地，一
个是北面的宝钢，一个是南面的金山

石化，这是当时上海重工业的两翼。
上海美术学院设计系副主任程雪松

说：“当时的宝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的建设，我

们要建设我们的国家。现在，上海美
院进入宝钢，我们要为这个地方创造

新的价值。我们的艺术教育会给宝钢
带来什么，我觉得可以给这里带来气质。”

文化艺术是城市“针灸”

利用文化再造城市，是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之
一。以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德国小城卡塞尔为例，它曾经作

为汽车设备和军工制造基地在“二战”中几乎毁于战火，
但文化和艺术却推动着这座城市在近期实现了令人吃惊

的重振，五年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特色化的艺术品收藏、
创意导向的城市再开发等，均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贡献。

再看作为世界遗产的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茨，也是欧洲

文化之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设计之都”，在申请
和运作这两大文化创意项目的进程中，城市走出了一条传

统与创新结合、旧工艺与高科技交融的发展道路。
艺术之于城市，正是一种“针灸”的作用，为城市、社

区带来更为正向的影响。什么样的公共艺术才是好的或

有价值的？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弗朗西斯·莫里斯提

了这样几点：“它应该看上去不像公共艺术；它应该不是永

久的；它不应该是为了社区而设计的，而是和社区一起去设
计的；它应该有一种开放的视野，要勇于接受一些意外还

有失败；它不一定总是要去那些常规的场所进行展示；它
更多关注于过程而非结果，不是只为了实现最终目标。”

艺术其实是在把我们的根接上，把我们的文化和周
围环境的营养接上，使我们对这个城市重新建立归属感。

在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曹意强看来，艺术甚

至可以是城市发展的驱动器，它能重塑整个社会。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这样理解艺术对现

代城市生活的贡献，他认为艺术对于城市的影响不仅仅

在于外在的景观化，它也可以影响到城市中每一个人的
心灵。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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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天，位于闵行梅陇镇
曹行村澄建路的上海观缘文化
艺术创意园区正在通宵达旦工
作，刚刚从上海国际艺术品交
易月上撤展的上海青年艺术博
览会展览画作分批次地运回这
里。每次大型的艺术展会开展
之前和落幕之后，都是这个园
区最忙碌的时段。这里俨然已
成了艺术品向买家发货的“基
地”，同时也是常年向艺术爱好
者开放的“备用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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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区内上海
青年艺术博览会
常设展内景

▲ 园区风貌

■ 上海美术

学院的入驻
将使这些老

厂房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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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艺艺术术术磁磁磁场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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