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步在绵长的 5.5 公里杨浦

南段滨水公共空间，每隔两三百

米，你就能“偶遇”一件大师级的艺

术作品。

两年前，曾分别在徐汇西岸飞

机库旧址和浦东民生码头 8万吨

粮仓旧址举办的上海城市空间艺

术季，在公共空间全线贯通的杨浦

南段滨江拉开帷幕，成为了建筑

师、策展人、艺术家挥洒才华和创

意的舞台。如今，20座公共艺术作

品永留杨浦江岸，与保留深厚历史

底蕴改造的建筑作品相辅相成，不

仅成为“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

的见证，也让艺术融入市民的日常

生活，真正造福于民。

———编者

    从渔人码头入口直抵杨浦滨江，刘建

华创作的《天外之物》便会映入眼帘，这个
高达近 20米的不锈钢材质的雕塑，形状如

一滴从天而降的水滴，又仿佛拔地而起直

入云霄的“不明之物”，附近的居民则亲昵
地将其称为“定海神针”。

渔人码头本身也是艺术家的灵感来
源。原先的渔货廊架被艺术家艾斯特·斯

托克因地制宜地改造成了《方块宇宙》，
黑色方块和白色的拱廊结构的结合，让

人走入其中就会产生置身黑白几何?界
的错觉。

如果是从腾越路进入滨江区域，你还
会与瑞士艺术家费利斯·瓦里尼的得意

之作《起重机的对角线》不期而遇。杨树
浦电厂废弃的红色起重机被漆上了一道

道粗细均匀、长短不一的白线。这是瓦里
尼惯常使用的创作手法，却多了几分在

地的特色。熟悉作品的人会告诉你，站在

特定位置，就能看到这些参差的白线连
成一条条对角线。不过，这个位置在哪，

需要你自己摸索，身高不同，位置也会相

应变化。寻找这个神奇的位置，就是与艺术

家对话的过程。
再往杨浦大桥方向走，还有英国艺术

家理查德·威尔逊用废弃的轮船创作的《黄

浦货舱》、日本艺术组合目的“地下”美术馆
《“目”之廊》，及葡萄牙艺术家荷赛·德·吉

马良斯的《拱门：艺术、旅行与相遇》诗意地

散步于江畔……

以国际视野做海派“文章”

瓦里尼在上海的作品有三件，其中，杨
浦滨江的《起重机的对角线》正是自己的最

爱。用他的话来说：“公众不用去博物馆和
画廊，在杨浦滨江散步时就可以看到我的

作品，就是让人很高兴的事。”
就地取材，以黄浦江原本伫立着的三

架起重机为“画纸”，瓦里尼正是从这三架

高耸的起重机找到了创作的兴奋点。在江
畔架起了“工作室”，瓦里尼与江水为伴、

天地为庐，终于绘制出了起重机上的白
线，要和市民玩一场沉浸式的艺术“捉迷

藏”游戏。
而艺术家宋冬则在杨浦滨江创作《若

冲园》的过程中，去弄堂民宅“家访”、去旧
货市场“淘宝”。在艺术作品完成了一半的

时候，他花了更多时间完成复杂的工作，因
为他计划往装置中填入生活旧物。“它们必

须被使用过，最好是来自附近的居民。”集
齐装置所需旧物的过程，也是让公共艺术

作品本身与居民、大众建立密切关系的过
程。用宋冬的话来说：“以后居民来滨江游

玩，在作品中看到了自己捐献的旧物，就会
感到亲密。作品的诞生将社区调动了起来，

建立起艺术与公众的连接。”不仅如此，宋
冬还计划将其中展示的旧物持续更替，而

《若冲园》也将开放为活动、表演所用，让参

观者、体验者加入作品的创造中，不断给予

它新的生命。
实际上，如果你细品，就会发现，这些

公共艺术作品看似体量巨大，但不乏有让
人走近的亲切感、互动性和趣味性，提升景

观品质的同时，也成为杨浦滨江的一方特
色。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作品因地制宜、就

地取材的在地性，也时刻提醒着人们，这片

昔日的老工业基地有着厚重和骄傲的历
史，而现在，它已经准备好迎接未来。

让公共艺术融入城市民生

“对艺术家的选择，除了国际化、艺术
造诣的标准以外，此次项目的特殊性必须

保证作品的唯一性和在地性，”欣稚锋艺术
机构创始人汪斌告诉笔者。作为负责策展

整个艺术季及让这些公共艺术作品落户杨
浦滨江的团队，欣稚锋艺术为杨浦滨江的

改造升级付出良多。

对艺术、建筑、规划三个领域都有深耕
的汪斌坦言，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条件

不断改善，城市环境品质提升，发展建设加
速，使得公共艺术在中国一二线城市被大

力推动成为势在必行的事情。而杨浦滨江
的项目，由政府部门投资立项，其理念和创

意在中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温柔对待艺术家”，尽可能实现他们

天马行空的创意，同时也要保证作品本身
符合各种与规划、路政相关的标准，汪斌他

们反复论证、勘验落地点。由于项目作品长
期留存，汪斌希望作品放到未来 5年、10年

去看，仍然是具有前瞻性的制作工艺精良，
传达思想深刻。这也让团队对艺术作品本

身的要求近乎严苛。

而汪斌之所以和团队全情投入，也是

因为心中对公共艺术本身抱有的理想。“我
们所要做的事情，不是把艺术品放在美术

馆的方盒子里，而是让它接触到大众，接触
到大地。即使人们不去美术馆，也可以看到

优秀的艺术作品。”
实际上，公共艺术在滨江的落地是城

市空间更新升级的最后一步。前期，建筑规

划师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厂房搬迁、老
建筑改造、景观设计等巨细靡遗。而要让普

通市民愿意主动靠近这片水畔，成为城市
空间更新、文创品质升级的见证者、受益

者，毫无疑问，公共艺术是“吸睛”的载体。
有趣体验中融入在地记忆，亦然成了

杨浦滨江公共空间艺术作品的鲜活特征。
不仅如此，汪斌还带领团队与区政府合作

完成了“皂梦空间”的艺术改造。原先的制
皂厂车间，变成了售卖“肥皂”主题创意饮

品和甜点的咖啡馆，无论人们是因为享受
艺术环境而去咖啡店，或是因为去喝咖啡

而看到了艺术作品，都会发现这里其实是
制皂厂的工业遗存，享用咖啡、艺术欣赏、

商业运营自然融合，令汪斌和她的团队都
特别有成就感，为之后的项目积累了经验。

全球卓越城市需要卓越水岸

如果是在 20 ?纪的任何时刻造访上
海杨浦滨江，人们大概都会为眼前的震撼

景象感到振奋，航运繁忙，机器轰鸣，工人
们干劲十足，脸上写满昂扬。但随着工业迁

出，杨浦滨江的喧闹逐渐散去，只留下一湾
江水不紧不慢地流淌。

杨浦滨江“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

的过程中，一群建筑师、策展人、艺术家同
场献技，致力于扭转衰败的景观，用文化生

态激活潜伏的能量，用艺术造城，将亲水空
间再次激活，实现滨水空间的转型。

这是人们看得见的，而事实上，杨浦滨
江的艺术化改造升级，跻身卓越水岸之列，

也是国际设计之都上海迈向全球卓越城市
的其中一环。国际大都市的滨江地区，是展

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是城市鲜明个性
形象品牌的“代言人”。塞纳河凝聚了巴黎

之美，泰晤士河汇集了伦敦之秀，哈德逊河
则闪烁着纽约的现代文明之光。

随着 2017年黄浦江两岸的贯通，先是
徐汇滨江艺术空间的启动，如今，美术馆、

画廊、艺术家工作室集结于此。之后的浦东
滨江改造升级也将观光旅游、科创、艺术等

融为一体，打造出“上海滨江最美美术馆”。
从徐汇、浦东到杨浦滨江，城市艺术创意发

展脉络延续着滨江岸线的脉络蜿蜒，应和
了上海“一江一河”的开发理念。而在未来，

随着上海百年滨江岸线的进一步开发，以
及积累了丰富运营经验的公共艺术的介

入，上海的滨江水岸将成为一条穿越时空
的“梦幻创意隧道”，将成为全球卓越城市

上海的闪亮名片，造福更多市民、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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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

公共艺术润泽“生活秀带”
◆琳 恩

———杨浦滨江蜕变见证国际设计之都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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