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装饰派艺术里有上海百年辉煌的吉光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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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件展品重构虹口水岸生活，再现上海装饰派艺术（ArtDeco）丰沛
的历史样貌。学者熊月之说，虹口是上海城市的窗口，是解读上海文化的窗
口。从正在朱屺瞻艺术馆举行的“千帆竞发：虹口ArtDeco文献展（中国上
海）”展上，人们或可从虹口百年以来的时代性、先锋性和现代性中，切实
感受到上海历久弥新、闪闪发光的城市气韵。 ——编者

 飞机、火车，渴望速度，是ArtDeco装饰艺术风格永远的

精神追求。虹口溧阳路637弄生产的交流牌汗衫

▲

创立于虹口的名牌
衬衫司麦脱，风行90

年，至今仍在生产

■虹口木帆船航运文献

▲展览现场

■上无七厂ArtDeco风格的厂房。厂址位
于虹口欧阳路289号，与朱屺瞻艺术馆在同
一条路上

▲带有装饰艺术风设计的无线电

▲矮柜
■虹口河岸五金行售卖的航海仪器

▲从河滨大楼顶层看到的风景

尔冬强，一个在时间之河里逆流而上的

探索者。

从海上打量一个城市和从陆地上是不一

样的，尔冬强说。这些年，自从开始学习驾驶

帆船，尔冬强便获取了一个新的视角——从

海上去打量一座城市。特别是驾驶无动力帆

船完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视觉文献计划

的体验，更让他意识到“海上视角”的重要

性。在南洋很多地方，比如菲律宾群岛、马来

西亚群岛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港口城市，尔

冬强看到了大量中国文化的遗存，不管是民

间信仰的庙宇，还是迁徙过去的华人家族留

下来的祠堂与大宅，大量的文本与实物在坊

间流传，他的工作就是收集和梳理这些历史

的档案。

早年，带着一张1：500的上海地图，尔冬

强细细梳理了上海西区几乎每一幢历史建

筑、每一条马路、每一个弄堂和每一幢老房

子。“我喜欢那种一网打尽的工作方式。”尔

冬强说。专注于从不同角度、以图像的方式

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历史，这一次，尔冬强把

视野聚集于海派城市考古，以河道、装饰派

艺术为索引，毕半生之力，尔冬强选择了虹

口，来验证并展示自己三十多年前提出的视

觉文献的理念，为这座城市作了一次切口小

但颇深入的解读。

千帆竞发的城市
历史上的虹口，因港得名、因港而兴，早

年浦塘泾浜纵横：黄浦江、苏州河、虹口港、沙

泾港、俞泾浦，江河辐辏，帆樯林立。1845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率先在虹口徐家滩（今大名

路高阳路处）建造了简陋的驳船码头。北外

滩因码头而生、因航运而兴。黄浦江北岸众

多的码头以及逐渐形成的码头文化不仅带来

了大量的人流、物流和商机，也给这方土地注

入了勃勃生机，由此拉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

序幕。当年东大名路南侧至黄浦江沿岸，码

头林立，自西往东，直到大连路，有招商局第

二码头、马勒码头、顺泰码头、公和祥码头等

十余个码头。

岁月流逝，沧海已变桑田，而历史依然在

现场。

一架照相机、一双越野跑鞋，尔冬强素以

捕捉和记录文化变迁见长。此次展览，他更

糅合了历史影像与当下创作，以“城市海派考

古”为线索，展示旧影故纸中的“虹口制造”，

用文献、器物、场景复刻等重构了滨水岸线生

活样貌。

“当时北外滩与世界的联系，远比我们想

象的更紧密。”北外滩、苏州河沿岸，以前开有

很多五金行，甚至有些现在还留存着。在那

里，尔冬强发现了和航海有关的用品，罗盘、

航海钟、水上测绘尺等，在店主无意间拿出的

一本年代久远的工作手册中，还录有当时为

进港船只提供维修保养的五金件的生产记

录，证明当时有海外船只停泊在附近港口短

期休整。而在一张美国邮船公司总统号由上

海出发的航程日历上，记录了1936年9月该

公司颇为密集的航线排布。这些都佐证了虹

口区境内的黄浦江沿岸曾经是上海重要的货

运、客运集散地，是上海开埠以来中国放眼看

世界的启航之地。航运文化的历史烙印深深

地刻在这块土地上，孕育了上海的现代航运

服务业。

无处不在的装饰艺术美
一切都有据可查，一切都息息相关。

《1930年的海关贸易总册》显示，当年上

海海关在“海关税课”的比例占到全国海关税

收的47.97%。华洋杂居、五方杂处，正是在这

样一个当口，以装饰派艺术为代表的艺术风

尚在与本地文化的冲突交融中，形成了一股

现代城市文明的潮流。

装饰派艺术迷恋几何图形交错排列，令

动感、曲折、圆滑、线条和细节极度优雅化和

时尚化。带着这种精神符码的设计思想，犹

如一道阳光，照亮了那个时代。三十多年来，

尔冬强的照相机镜头几乎锁定了所有上海的

ArtDeco建筑，并收藏了数百件ArtDeco风

格的器物和家具。半年前，在用脚步丈量虹

口时，尔冬强再次拍摄了冬日里的上海大厦，

这座典型芝加哥学派的建筑雄伟挺拔如山岳

般伫立在街角，尽管立面几乎没有非功能性

的装饰，仅在部分檐口设计了属于装饰艺术

的图案，但不同时刻的光线总能赋予它各种

不同的光影效果，这是每一次都会打动尔冬

强，让他举起相机的原因。

中国第一部电话在这里接通、第一盏电灯

在这里点亮、第一家正式电影院也在虹口诞

生。在接纳、推广装饰艺术方面，虹口也属于

上海分布的高密度区。这一次，不再专注于建

筑的宏大叙事，从更基础、更具体的层面，尔冬

强盘点了虹口20余家著名品牌与装饰艺术相

关联的前世今生：创立于虹口的名牌衬衫司麦

脱，风行90年，至今仍在生产；上海虹口航空发

动机制造厂生产的民用产品；厂址位于虹口欧

阳路289号，上无七厂极具装饰主义风格的厂

房……从家具、家用电器、生活器皿、海报到期

刊书籍等，佐证了装饰艺术对上海城市品格的

塑造和市民素质的提升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可见上海市民很早就接触并习惯了西方的装

饰艺术，当国门打开后，面对西方文化的涌入，

上海人就有了一份从容和选择的主动。

在哈尔滨、天津、青岛、济南、汉口、宁波、

广州等城市都有大量装饰艺术建筑的遗存，

但是毫无疑问，就数量而言，上海是最多的，

且分散最广，遗存情况最好。上海也是世界

上现存ArtDeco建筑总量全球第二的城市，

仅次于纽约。尔冬强从众多侧面所展示的上

海与一种艺术风潮的关联，也是对上海城市

开放、创新、包容、摩登、时尚、丰沛、勇往直前

品格的一种溯源。展览从一个侧面，探讨了

城市更新、街区活化，在历史遗存与现代生活

的碰撞中引人思考。

相关链接

       指的是装饰艺术，    年在巴

黎首度出现，此后流行于全世界，  世纪   

年代达到顶峰。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它的特

点是简洁、明快，讲究线条、色彩，充满动感和

积极向上的神韵。它回应了时代对机器和新

材料的需求，消解艺术与工业、艺术家与工匠

之间的传统区分，努力通过设计适应大规模

生产的要求。对于装饰艺术的特点、发展历

程与全球影响，尔冬强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作

《虹口       》大型画册里有深度解读。

“千帆竞发:虹口ArtDeco文献展”
朱屺瞻艺术馆
展期：    年8月  日至    年  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