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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则空间里的秘密
大沪联合艺术空间一共 300平方米，分割成黑白

两个部分，外部的公共空间是黑色的暗色调，中间是白

色部分的会客厅空间，柔和起伏的曲线构成了 4个小
型的会客厅，让人不由联想起圣家堂的建造者高迪

的名言：“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属于上帝。”进入其中
任何一个会客厅，就像进入了岩洞的内部，不规则的

窗，不规则的入口，穿插的洞体因为没有门，空间就
可合可分，互相之间可自由串门。若在公共空间里望

着小空间，碍于墙的特定角度和厚度，其实看不见里
面的人，也听不见里面的语声，即使没有门也能保证

一定的私密性。

白水泥铺就了地板，灰白的墙壁就是用最简单的
石灰腻子粉涂抹的，毛刷刷过的丝丝缕缕痕迹就这么

坦荡荡凝固了，暴露在每一位来访者面前。墙上的“窟
窿”就是洞穴里天然的出口，只是加上了玻璃，挡风遮

雨。记者采访时，楼道上的“窟窿”里，忽然出现了路人
探头探脑的影子，负责空间设计的建筑师顾忆笑着说，

留点缝隙吧，满足常人都有的窥视欲。

据大沪联合艺术空间的经营者刘骅介绍，茂名南
路 1号以前的用途是厂房、汽车展厅，一楼二楼都处于

杂乱的状态，有时候下雨，阳台上的水还会漫灌进入室
内，整个空间非常糟糕。但对于设计师来说最困难的在

于整个空间的形状像一个电熨斗那样不规则，连支撑
空间的柱子都呈奇怪的 L形。顾忆最终愿意接手这项

改建项目的原因是，“上海给人的感觉就是小弄堂里会

有惊喜，我想改造这家店，能够有些示范作用，那么破
败的场域内也可以改造成非常精致的空间，把人留

住。”没有图纸，顾忆是用粉笔绕着柱子，直接在地上画
出墙壁垒起的位置。如今，那些奇怪的柱子被包裹在了

白色的“洞穴”里隐匿不见，大厅里那根极难处理的最
粗壮的柱子则被棱棱角角的镜面所包围，成为一个能

够反射四周的装置作品。

弄堂生活带来的灵感
顾忆在上海还设计了松江的朵云书院，大沪联合

艺术空间是他目前为止唯一深入弄堂生活的作品。而
顾忆的童年生活就在上海的弄堂里度过，外公外婆姨

妈姨父小舅舅表弟和他，一家三代 7口人挤住在一间

12平方米的小屋内，共用卫生间、共用厨房既有热闹温
情也毫无隐私可言。在部队里的小舅舅心灵手巧，会开

木工车床，小舅舅的巧思就是把屋里所有的凳子高度
都打造成与床齐平，一到夜晚，凳子便可以拼到床边，

成为床的延伸，7个人得以睡在一张大通铺上。直到成
年之后，顾忆才恍然明白，寻常的凳子和床并不是等高

的。在没有人明白什么是组合家具的概念时，小舅舅还
悟到了如何把电视机嵌入柜子中，并把屋子的一面墙

都装上了柜子。也许，正是童年的弄堂生活塑造了顾忆
最初的空间感觉。

到了 50岁，顾忆想把项目做得尽量天真而俏皮一
点。白色朴素无华的空间里，摆着刘骅从欧洲淘回来的

古董家具，巴洛克风格的水晶吊灯，洛可可风格的花面
艳丽沙发，“岩洞”的气息把繁华与热闹都包容了进去，

彼此心照不宣地并存着。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若不是有
人推荐，或者刻

意提醒，人们路过茂
名南路1号时，哪会想

到有一个美妙梦幻的艺术空
间栖身于此间二楼？从那个毫不
起眼的门面进入，沿着灰色的水
泥台阶向上，左边忽然出现了一
片白色洞穴般绵延的墙体，令人
不免惊诧，门口赫然书写着一句
解读：“剪一段流年好时光，于无
色处见繁花。”原来，大沪联合艺
术空间就在里面。

今年春天，位于茂名南路 1
号的大沪联合艺术空间正式开
幕，来自大沪社的 17 位上海建
筑设计师携手上台，每人选一杯
不同颜色的彩粉，在一块白色画
板上同时泼彩，巨幅斑斓的“大
沪繁花”四个大字瞬间呈现。上
海设计师团体希望用自己的专
业视角去解读并延续上海城市
精神，并愿意担当起“设计之都”
建设使命，集聚海派文化
禀赋，创造当代文
化价值。

    地处市中心的茂名南路

1号， 建筑外围的褐色砖墙
看起来毫无特色也分不清年

代。一个艺术空间隐居在此，

真是“大隐隐于市”。 奇怪的

是， 与这个空间同在一层的
还有一家红黑两色为建筑主

体色调的大型会计事务所，

暮色里， 所有的座位上都还
有人盯着电脑屏幕在工作。

举首之处， 上海之巅有
可以看云的朵云书院， 西岸

有曾经的航空储油罐改建的
艺术中心， 沿着杨浦滨江跑

步会迎面遇见如巴比伦空中
花园般的绿之丘； 若俯首进

入上海的弄堂，一拐弯，角角
落落里藏着的惊喜不断———

小型的艺术空间、 各具特色
的咖啡馆、 飘着香气的面包

店、洁净又活泼的菜市场、与
社区相融合的美术馆……这

些细节之美， 融入了生活在

这座城的普通人的生活日

常， 静静等待着你有一天推

门进去， 发现里面的另

一番天地，另一个

新世界。 徐翌晟

市中心转角处藏着一处艺术空间

剪一段流年时光
于无色处见繁华

以剧带“节奏”以剧造“世界”
《不眠之夜》连演三年盘活一方区域经济

5让城市空间美起来

美丽新世界

手记记 者

本报讯（记者 朱渊）上海首部
浸入式戏剧《不眠之夜》落沪 3年收
获颇丰。2016年末，《不眠之夜》上

海版落地静安区北京西路，很多人
诧异：“为了演个戏，需要改装一栋

楼？这哪里收得回成本？”但现实是，
3年来《不眠之夜》连演 917 场，观

众人次逾 30万，总收入 2.7亿元。

不仅于此，围绕着这部剧陆续
开张的麦金侬酒店、意大利餐厅、情

景式咖啡馆以及衍生产品商店也让
人看到了“一部剧盘活一方区域经

济”的实例。在《不眠之夜》入驻前，
这里俨然是繁花南西商圈遮蔽下的

盲点，虽然前一个路口是上海老牌

剧场美琪大戏院，仅一条马路之隔

便是人流穿梭的南京西路，可就是
这百米之遥，北京西路江宁路口的

位置却分外萧条。
《不眠之夜》的驻扎带来了人

潮，也带来了年轻的消费群体。麦金
侬酒店因是戏剧延展的部分，无论

是设施或是布置都让人仿佛“还在

戏中”，有限的房间需要提前数月预

订才有机会入住，名副其实的“订房

靠人品”。而餐厅、咖啡馆环伺也成
为更加容易介入的“轻消费”，是潮

流人士或是游客们不容错过的“网
红打卡点”。

据调研显示，观众对周边的文
化娱乐场所的期待中，居于首位的

是餐厅，期待值达 76%；其次是衍

生品商店和咖啡厅茶馆，达 70%。

截止 2019年 12月，《不眠之夜》的

票房外合计收入占到了整体项目收
入的 26%。在上海着力打造城市

“夜经济”之际，《不眠之夜》所创造
的以夜间观演配合餐饮的夜游模

式，也成为上海在“夜间经济”发展
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

事实上，浸入式产业的未来更

是可期。对于《不眠之夜》体验拓展

的探索从未停止，踩着节庆的热点，

围绕剧本身，酒店、餐厅、咖啡馆都
会配合推出如“万圣节主题派对”、

探索更长时间浸入式体验的“802

客房”、浸入式派对《仲夏夜：梦》等，

同时积极和酒店、酒类、快消、生活
方式、电影等各种品牌尝试品牌合

作以及跨界体验打造，以《不眠之

夜》为核心实行“1+N”运营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