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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铁邂逅艺术，对于上海市民来
说，已是出行途中的日常。不同于美术
馆、博物馆，从核心商圈到社区停车棚，
从住宅电梯到老房子、石库门、地标公
园，上海公共空间化身艺术展馆的例子
比比皆是。这些不拘一格的“美术新空
间”编织了一张美育网络。

申城对美育的此番探索，与今年
“5·18国际博物馆日”所倡导的主题“快
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深度共鸣
——唯有让艺术流淌于日常生活，才能塑
造国际设计之都更具包容性、创新性与可
持续性的文化生态。——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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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遇见普拉多”展览现场▲“萨尔瓦多·达利—魔幻与现实“展览现场 ▲“华金·索罗亚：西班牙大师的光影漫步”展览现场▲ 上海地铁美术新空间“馆长”王旻瑶

▲ 星梦停车棚

▲ 市新小区“艺术进电梯”项目

▲ 凉三居民区“小巷美术馆” ▲ 梅园三村“梅三少儿美术馆”

▲ 凉城新村街道复旦小区“门卫美术馆”

▲ 欧阳路露天美术馆

工作间隙，王旻瑶凝视着洒满光影的画
作，总能获得片刻宁静。除了是上海地铁龙
华中路站区负责人，她还有另一重身份——
上海地铁美术新空间“馆长”。从“地铁遇见
普拉多”到“萨尔瓦多·达利”，再到不久前收
官的“华金·索罗亚”展，龙华中路站已举办
了多场展览。这或许正是未来艺术展馆进
化的预演——每处公共空间都可以成为美
育的载体，每个人都是艺术的参与者。

无处不展览
处处皆美育

在浦东东昌新村的“星梦停车棚”里，正
在举办的“星梦窗格”撕纸艺术展吸引了众
多目光。车棚镂空金属窗格内，展示着南桥
撕纸非遗传承人何球红、何玉玮父子的作
品。白天，阳光穿过纸艺镂空处，在地面投
射出非遗纹样的光斑；夜晚，内置的光纤灯
点亮，停车棚宛如发光的“撕纸灯笼”。儿童
友好专区内，废弃纸张化作彩蝶翩翩起舞，
与“撕纸灯笼”相映成趣。
星梦停车棚的蜕变始于2018年。酷爱

艺术的居民提议被采纳后，原本堆满杂物的
自行车棚，在设计师和艺术家的介入下“破
茧重生”，成为集停车、展览、教育、社交于一
体的多功能空间。通过精心规划，车棚被矮
墙分隔成不同区域，既保证了非机动车有序
停放，又为艺术展示腾出空间。棚顶的隔断
悬空设计、磁吸式展板围墙，搭配专业展馆
级别的照明，使其成为令人惊艳的艺术品展

示区。从“三星堆”“龙门石窟”“敦煌莫高
窟”到如今的非遗撕纸艺术展，这个与生活
日常相融的艺术殿堂，让居民在存取车辆的
间隙，得以与千年文明对话，在市井生活中
触摸艺术肌理，使艺术成为滋养社区文化的
鲜活养分。
据“社区枢纽站”创建人、项目策展人王

南溟介绍，去年奉贤博物馆在停车棚举办的
展览中，何球红父子的南桥撕纸以透明贴的
形式在排烟窗格前的玻璃板上展出，效果很
好。这种崭新的展陈方式激发了艺术家的
创作和布展灵感，“星梦窗格”由此诞生。
在陆家嘴市新小区，8部加装的电梯中，

每天都有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陈
师曾、潘天寿、黄宾虹等海派艺术大师的作
品相伴“上上下下”，居民扫码就能了解大师
的创作理念。在“艺术进电梯”项目的滋养
下，不少居民对海派绘画史已如数家珍，甚
至能在脑海中串联起一部海派艺术简史。
在凉城新村街道复旦小区，一处废弃门

卫室经过改造，转型为全市首家“门卫美术
馆”。其开馆首展用霓虹灯作品构建起文化
遗产记忆与当下的语境，探讨的不只是老居
民区与时尚的关系，挂着“门卫美术馆”招牌
的空间本身就是一件艺术作品。不远处，凉
三居民区的小巷书屋更新成为兼具读书活
动功能和美术馆艺术功能的“小巷美术馆”。

打通“毛细血管”
艺术连起你我他

激活各类公共空间，打通美育的“毛细
血管”，上海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一方面，
刘海粟美术馆、“社区枢纽站”等项目大力推
动美术馆社区化，各类社区“首馆”不断涌
现。充分利用楼道空间的东昌大楼“楼道美
术馆”、在公共活动区域辟建的东园二居民
区“露天美术馆”、专为少儿美育打造的梅园
三村“梅三少儿美术馆”、充满微型野趣的乳
山五村“艺术生境”，都是艺术融入社区肌理
的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在公共空间原有功能基础上

挖掘，赋予其展陈、美育功能，也出现了诸多
可借鉴的范例。古猗园主厅四面透景、飞檐
翘角，修缮后举办了明代书房家具展；武康
路旅游咨询中心被赋予上海老房子艺术中
心的功能，其中展陈的图片、模型、美术、摄

影作品，为市民和游客了解衡复风貌区乃至
上海老房子的内涵和历史打开了一扇窗；全
长不到两公里的虹口区欧阳路，以景观小品
为起点，融合欧邑小站、欧阳博物集、欧阳家
园故事等关键要素，串联起刘良模、鲁迅、朱
屺瞻等名人轶事与普通百姓的生活记忆，将
整条街变成了开放的露天美术馆。

越来越多别具一格的展览空间，合力打
破传统艺术展览“殿堂”的围墙，将美术馆基
因深深植入生活日常。在与烟火气的交融
中，润物无声的美育能量正在消除人与人之
间的隔阂，以艺术为纽带，搭建起心灵沟通
的桥梁，为社会注入温暖而灵动的力量。

祁连公园内，废弃茶室经过微更新，变
身为宝山社区美术馆，与周边艺术空间共同
构建起“环上大”艺术社区。自去年3月底
开馆以来，“市民流动馆长制”不仅激发了周
边居民参与社区艺术建设志愿服务的热情
和活力，还带动了保利叶之林居委会墙面展
区、蕰藻浜对岸沈杨村艺术菜园的建设。这
些艺术载体跨越区域界限，串联起大场镇与
顾村镇，首次实现城乡艺术社区“一村一居”
的互通互动。

复旦小区的门卫美术馆则潜移默化地
撬动了社区治理新模式。美术馆让老住户
和新居民有了共同话题，从关注美术馆的改
造，到讨论展品的观感，再到提出各种建议，
邻里间以艺术为开端，总能聊得热火朝天。

在个人成长方面，王旻瑶从对艺术入门
到深入学习，是一个典型例子。成为“馆长”
后，她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多创意思维和文化
敏感性，于是自费报名学习油画。从最初临
摹静物，到如今能娴熟临摹人像，并逐步掌
握构图和光影的运用。在艺术领域的实践
经验，不仅让她对画家和作品有了深入理
解，布展时更加得心应手、敢于创新，更重要
的是，在与策展人沟通、向海外游客介绍展
览和交流艺术观点时，她也更加游刃有余。

当艺术走出殿堂，化作地铁里的光影、
车棚间的纸艺、电梯中的墨韵……上海这
座城市已然成为永不落幕的美育课堂。这
不仅是博物馆未来模样的预告，更昭示着
一个充满创造力与人文温度的城市新图
景。艺术与生活共生，美育与时代同行，每
个被美育浸润的平凡日常，都在书写城市
文明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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