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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项目更加丰富，除了水体这

个主体展览的衍生，主办方制作了一

条重新发现上海的路线地图———水
路。随着城市更新，百年前的水路被填

成了马路，那么艺术家们要“揭开”水泥
柏油，回到过去，重新勘察这些曾经的

溪流、运河如何联起了上海，它们曾是
上海的经济文化的通道。

肇家浜路、陆家浜路、新闸路……
上海路名、地名像秘符一样暗示，在这

片土地下藏着另一个上海和被遗漏的
故事。地图涉及三条主路：徐家汇路

线、龙华路线、苏州河流域路线。以徐
家汇为例，很多外地游客是从吴淞口

坐船到徐家汇落地，徐家汇是他们第

一眼看到的上海风光。这里曾是各种

文化的聚集地，融汇中西的土山湾等，
通过水道可以带起以前的历史。主办

方和上海图书馆合作，查阅了历史档
案后制作导览小程序。此外，双年展还

制作了两张叠加的地图，分别是上海
的陆路图和以前的水路图，从中比对

查看城市更新。

上海的居民在城市某条街上不会
迷路，但是如果放在河流中央呢，能不

能分辨出到底流往何方？从这个角度
说来，我们更像城市的使用者，而不是

城市的拥有者。城市项目让观众觉得
自己是城市主人，听展览活动讲述城

市的过去和将来。作为上海的城市名
片与文化品牌，上海双年展始终致力

于让当代艺术文化与蓬勃发展的上海
城市积极对话。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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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梳理或者点算这座城市与

水的关系， 大概每个人都可以滔滔不
绝地，讲上很久。

上海， 位于长江和黄浦江入海汇
合处，北界长江，东濒东海，这是水。晋

朝时，因渔民创造捕鱼工具“扈”，江流
入海处称“渎”，松江下游一带便称为

“扈渎”，后又改“沪”，上海简称“沪”，

这也是水。 2010年，这座城市自信地
面向全世界，举办盛大的上海世博会，

我们的吉祥物叫“海宝”，这又是水。还
有，留在一代人心中的轮渡，和如今跨

过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一座座桥……

关于上海， 关于水， 我们如数家

珍，我们也习以为常。 但现在，我特别

想去双年展看看， 看看这座现代城市

一路走来，如何填水造路，又断流筑
道；看看曾经的水路怎就逐渐消逝或

改道，曾经维系生存的大江大河又如
何演变为了景观式的河流。我也想跟

随惜珍的文字，去了解，也去摩挲上

海那一条条永不拓宽的马路， 那 12

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和 130余栋优秀历

史建筑。

这座城市的美，在于它勇于改变，

它锐意进取， 奋楫笃行； 这座城市的
美，也在于它尊重历史，尊重过去。

或许，当我们更多了解，也牢牢记

得，自己从哪里走来，就会更加清楚明
白，也暗暗提醒，我们将走向哪里。

变与不变 □ 孙佳音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将整个城市的历史
和现实收入自己的眼帘，海派作家惜珍从容地

检阅、探索上海中心城区每一个历史文化风貌
区、每一栋历史悠久的建筑，用文字描绘出一

??气韵生动的城市画卷。在其由东方出版中
心出版的《上海：精神的行走》（见图）新作中，她

历时十数年独自穿行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描写上
海中心城区 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探寻分布在这

些风貌区内的 130余栋优秀历史建筑。日前，惜珍

与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摄影者傅鼎

在“上海之巅读书会”朵云书院旗舰店进行了对
谈。惜珍是用脚步丈量城市，而傅鼎用航拍大片

记录城市，他们?成了观看城市的不同视角。
“我曾经多次走进武康大楼和王文娟老师

长谈，在楼下拱廊里的老麦咖啡馆闲坐，在底
层的大隐书局做讲座，在文化留存的美丽地标

巴金故居里徜徉。我喜欢这些是因为这条有着

100余年历史的武康路至今依旧保留着时代

的痕迹，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演变和新生，那是

最上海的画面。”惜珍说。在上海的老公寓中，

她还喜欢坐落在复兴中路 1363?的克莱门公
寓。“远远看去，它有点像小时候搭的积木，色

彩丰富，造型跌宕多姿，还带点梦幻色彩，令人
遐想。克莱门公寓不是一幢公寓，而是公寓式

里弄，在低调宁静的复兴中路上颇具视觉冲击
力。而它的对面就是新建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

厅，充满艺术气息。”

以作家目光抚摸城市肌理
新书《上海：精神的行走》出版

再过 1 天，第 13
届双年展的最强音将出
现在 2021 年春季的实体
展览中。后天开始，展览将
以庆典的形式拉开帷幕，覆
盖 PSA 当代馆 1 楼、3
楼、烟囱空间。

上海双年展“水体”城
市项目，将以“水”为线索，
延伸至展览、水域人文视觉
版图、水文漫步等活动中。

沿水路地图
去看老上海

马上评
    上海因水兴城，江、浦、塘、浜，

泾、洪、溇、港等水路融会贯通。近
代以后，由于人口激增以及填水造

路、断流筑道等现代城市基建，曾
经的水路逐渐消逝或改道，曾经维

系生存的大江大河慢慢演变为景
观式的河流。作为双年展的有机?

成部分，城市项目将更加深入地发

现和挖掘上海的历史文脉，以黄浦
江为线索串联起一座城市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邀请市民一同串联并
想象上海这座水乡城邑。

借助“上双漫步”小程序，双年
展水文漫步行动邀请参与者重新

发现遁藏或是消失的水路，漫步者
自身的行动轨迹将覆盖于老上海

的水路图之上，从而行走于时空交
错的水文肌理之中，让个体与城市

产生别样的情感联结。

上生新所等近年来完成修复
的历史建筑，成为引人注目的老

建筑“地标”，此次都纳入到了上
海双年展“水体”城市项目中。孙

科别墅糅合了西方现代派建筑风
格与中国式庭院设计，是上海城

市发展与历史文脉所留存的记

忆。这一建筑赋予策展团队特殊
的灵感，为其度身打造了一场延

伸展览，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五
位/?艺术家基于空间进行创作与

对话。其中，来自美国纽约的艺术

家迈克尔·王将在孙科别墅内重
现长江之水发源地青藏高原的冰

川景观，这件名为《一万里，一千亿
千瓦时》的大型装置通过制冷机重

新冻结源自长江的自来水，让供给
城市一千亿千瓦时电能的动力源

头显形。纽约艺术家黛安·赛弗

林·阮通过摄影这一流动媒介捕
捉与定格“湿漉漉”的瞬间。她将

在孙科别墅中展现 7 ?摄影作
品，在光与影的交织中聚焦“非生

命态”存在物的内在张力。

老建筑“地标”

成展览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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