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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逐渐成为上海年轻人 ACG 文化里为

数不多的线下 IP。

音乐节如何做到多赢？

从“箱集音乐节”再到“糯米

派对”，年轻人喜欢的多元文化正

在成为智慧湾科创园最具特色的标

签之一。

“打造一个有‘温度’的音乐

节是我们的初心，‘糯米派对’成

立之初就确定了要常态化运营，做

到周周有精彩，月月有主题，年度

有盛典日。”负责人说，对传统音

乐节而言，观众票房是最主要的收

入来源之一，“糯米派对”主要通

过线上线下联动，扩大音乐节影响

力，吸引品牌赞助商加盟及周边商

业联动和拓展，从而达到主办方、

场地方、观众及品牌方的多赢。

目前，智慧湾的餐饮非常火爆，

不少商家感叹在这么一个非传统商业

街区，居然能够“日进斗金”。星巴

克集装箱咖啡概念店，是中国大陆首

家集装箱咖啡店，由六个大小不一的

集装箱巧妙结合搭建，已经成为市民

网红打卡点，甚至有不少人从市中心

专程赶到这里，感受不一样的咖啡风

情。这家颇具特色的咖啡馆，常年雄

踞星巴克北上海销售亚军。园区一家

平价海鲜店大堂需要提前一个星期预

约，包房则要提前两个星期才能订到

位置，由此可见这里的人气有多旺。

由于“糯米派对”的成功举办和可持

续性，智慧湾的商业入驻率也达到惊

人的 70% 以上。

事实上，智慧湾不光只有音乐

节和二次元文化。通过设计创新和

产业再造，智慧湾着力打造协同发

展的文化与科技融合综合体。它是

上海唯二的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

范基地之一（另外一个是张江示范

基地）。这个规模大、集聚度高的

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创意设计集聚区，

自 2016 年开始运营以来，已经孕

育了许多首创事例——3D 打印主题

博物馆、3D 打印混凝土步行桥、大

型 3D 打印蒙娜丽莎像素画……可以

说，3D打印，是装点园区的一抹亮色。

藏身在草丛里小提琴形状的花盆、

路边的长椅、街角玻璃橱窗里的《星

球大战》玩偶，园区随处可见 3D 打

印制作而成的物品。

作为国内首个以 3D 打印文化

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 3D 打印文

化博物馆收藏了近千件 3D 打印作

品。内容从实用工具、家居用品到

首饰珠宝再到医疗器械，琳琅满目。

2019 年 1 月 12 日，世界最大规模

3D 打印混凝土步行桥在这里落成启

用。这座全长 26.3 米的步行桥，桥

身借取了中国古代赵州桥的结构方

式，姿态飘逸，一气呵成，桥面上

的珊瑚纹路以细石子填充空隙，形

成园林式的路面。走在上头，如果

不说，也许你根本不会想到这么敦

实的竟然是一座打印出来的桥！

2021 年，上海首个混凝土 3D 打

印图书屋又悄然在园区落地。这间温

馨的小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安静读书

和冥想的氛围空间。据透露，另外一

件首创的 3D 大型空间作品即将亮相，

“绝对是会让人眼前一亮的存在”。

园 区 内 还 有 一 家 特 别 的 书

店——艺术之桥空间。虽说是书店，

其实更像一个新型艺术走廊。除了

艺术画册、建筑设计、古董与收藏、

摄影画册等类别图书琳琅满目，空

间本身更是艺术品——大门外 ，竖

立着巨大的弧形竹编艺术装置。来

自四川青神的“竹编第一人”刘前

兴团队的竹编手艺人们花了 20 多天

时间将坚韧的竹子拢成柔软的弧状，

为工业风浓郁、由集装箱构成的建

筑空间增添了自然的气息。

位于空间内部中庭的艺术装置

Y 支架“虚山水”则是设计师杨明

洁的构思。一个个拼接穿插的“Y”

支架，与中庭保留的生长的树呼应，

讲述着来自自然、模仿自然、回到

自然的过程。

店内“顶配”的艺术资源也不

少——不仅有山本耀司、草间弥生、

王怀庆、苏笑柏、金宇澄、冷冰川

等多位艺术家的版画作品与艺术衍

生品，还有价值近 16 万元的梵高手

稿纸直拓印板。让人尤为惊喜的是，

20 年前凭借一首《阿姐鼓》红遍全

球的朱哲琴，和设计师们合作，以

传统工艺为灵感制作现代器物，创

立的个人品牌“看见造物”。这个

以“上乘非奢侈”理念的品牌，推

出的诸多文创产品成为店内的热卖

品。从“听见”到“看见”，她重

塑了中国当代造物美学价值观，让

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重生。

这似乎成为一种小小的隐喻，在

这个充满工业朋克风的社区里，被听

见和看见的，是年轻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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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人气火爆的二

次元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