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世界级美术馆可以镶嵌在市中心的写字楼里。UCCA 尤伦斯
当代艺术中心在上海的一家新美术馆（UCCA Edge）昨天对公众开放。
美术馆占据了苏州河畔盈凯文创广场的 2层到 4层，站上入口处的自动
扶梯，霓虹灯就在手边闪耀，从地面直接延伸到了二楼美术馆空间。美术
馆在迎接观众的同时，也成为繁华街头一眼可以辨识的艺术地标。

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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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9汇文 体

    ?报讯（记者 朱渊?在“锦绣丝路”

上看见大漠戈壁，看见落日余晖，也看见

“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感人故事。近日，由
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 2019级学生排演

的原创木偶剧《锦绣丝路》，在上戏莲花路
校区黑匣子上演。

该剧由郭红军担任编剧，著名木偶剧
编导赵根楼携青年教师秦峰、石文慧担任

导演。《锦绣丝路》同时也是上海文化发展
基金会资助项目。

木偶剧《锦绣丝路》通过杖头木偶、布

袋木偶等木偶戏表演形式演绎了一段传

奇。全剧以唐代木版画《传丝公主》为基础，
结合民间传说，讲述大汉锦绣公主与于阗

王和亲之际，从长安出发，经历千辛万苦，
把蚕种桑籽带到西域于阗的故事。远嫁公

主在大汉将军等人的护送下，不畏艰险穿
越漫漫大漠，给西域带去了丝绸和蚕种桑

籽，也促进了文化和技术的交流。

导演之一秦峰坦言：“作品自 2015年
筹备创排至首演，用了整整 6年的时间打

磨。最初，为让木偶戏讲好中国故事，我们

用了多种形式增强了‘偶性表演’。”他表

示，这虽然是个追溯远古的传奇故事，但剧
中人不畏艰险，信守承诺，促进民族团结的

精神直到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全剧主题性强，情节跌宕起伏，木偶造

型新颖，木偶制作和表演融传统和现代于
一体，剧中音乐古朴凝重而不失灵秀，多媒

体技术更增加了对丝路上边塞风光的展

现，也很好地烘托出剧中人所处的环境，展
现出“一带一路”沿线西域风情浓郁的地方

特色。

    ?报讯 （记者 乐梦融?130年后第一次完整

整理出版的海派珍档《飞影阁画报》，今天在上图书
店·艺术文创店举行新书首发，作家、书法家管继平

就“吴友如与海派经典画报”为主题举办讲座。
《飞影阁画报》是清末著名三大画报之一，由

海派画坛先贤吴友如绘就，然而存世稀少。以出版
线装古籍为特色的江苏广陵书社，多年来多处搜

集补缺，终将吴友如所绘 90期画报 900幅画作集

齐，使其在 130年后第一次完整出版。
江苏广陵书社此次以限量线装形式出版，最

大程度还原了《飞影阁画报》的原生魅力。

    相比于黄浦江， 在苏州

河的两岸，四行仓库、上海总
商会、上海造币博物馆、上海

邮政大厦等等不同年代的老
建筑像岸边更多记录了地方

历史的沉积岩，长久以来，它
们是城市内向的另一面。 正

是在这一面， 上海市最早的

创意产业聚集区之一M50也
在这里诞生。

开设在苏州河静安段的
当代艺术机构注定会拥有完

全不同的特色， 它们和周边
正在发展中的区域商业生态

等一起， 构成了这一带从时
空到功能上的复杂性， 倾听

河两岸的老房子诉说着百年
的沧桑变幻。

中国领先的当代艺术机
构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

心的到来， 看到的是上海的
艺术市场和艺术消费， 更多

的是热爱艺术的人群。 如果
说， 苏州河边的博物馆缝合了过去与现

在，那么当代艺术中心的入驻就象征着艺

术将链接城市的未来。

徐翌晟

艺
术
嵌
入
城
市
肌
理

清末《飞影阁画报》
130年后完整首发沿着《锦绣丝路》领略大漠风情

手记记 者

上海繁华街头新增艺术地标

苏州河畔写字楼里有家美术馆

展现中国当代艺术面貌
以“激浪之城：世纪之交的艺术与上

海”为题的开馆展汇集了 26位国内外知

名艺术家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大
多曾经在 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上

展出。可以说，正是这些艺术家的
创作促成了中国当代艺术今日发

展的面貌。时至今日，再次回望这
些艺术家及其贡献，既可以审视这

座城市和文化生态发展所取得的
成果，也更是为了理解上海———这

座位于全球艺术前沿的城市所蕴

含的开创精神。
黄永砅的装置作品《沙的银

行，银行的沙》（2000?复制了 1923

年位于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总部
的建筑外观，在 2000年上海双年

展上，这座巨大沙子雕塑曾占据了昔日

的上海跑马总会，即当时上海美术馆的中心大

厅。21年后，他重建这件装置，回溯世纪之交的上

海巨变。建筑师张永和的《5×11米生活》基于 2000年上海

双年展“都市实验室”单元展出的作品，此次根据展厅空间特别

创作，以真实比例展现了上海典型的弄堂生活空间。
2000年上海双年展首次邀请外国艺术家参展，成就了实验

艺术家马修·巴尼在中国的首次亮相，此次马修·巴尼展出了其新

近创作的水铸雕塑《凯佩拉》（2016/2021?。在这件雕塑作品旁边则
是其蚀刻电镀铜版系列作品。

何云昌的作品《上海水记》，记录了 2000年上海双年展的外围展上

他将苏州河作为现场的行为表演。他说，上海对他而言就是一座华丽魔
幻的宫殿，自己朴实的劳作就是其中的一块石砖。

丁乙此次展出的三幅绘画作品《十示》，追踪展现了他从
位于苏州河边的工作室望出去所看到的繁华城市景象。这几

件作品不仅标志着艺术家在风格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也记录了上海市区由于灯光亮化工程的全面

实施，高架装饰灯和广告霓虹灯数量的增加而

变得越来越明亮的城市特征。

探索商业建筑空间样式
UCCA馆长田霏宇也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

他告诉记者，正因为美术馆的位置嵌于人民广

场和苏州河以北，毗邻地铁曲阜路站，因此尽管

其面积与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几乎相
等，但上海的新美术馆更注重与城市生活的链

接，与城市环境形成有机的联系，让艺术深入生
活。“在上海，对于艺术有兴趣的人群远远大于

其他城市。等到 8月，第二个展览开幕之际，米
其林星级意大利餐厅 Da Vittorio上海主理的新

潮餐厅和 UCCA艺术商店亦将入驻。”
美术馆所在的盈凯文创广场，本身四段

方形体积堆叠的建筑形态带着些许孩童玩积

木的天真趣味，但如何让商业建筑变身为艺
术空间，如何利用现存的空间打造不同的展

览动线，适合形态各异的当代艺术作品，依然
是必须考量的问题。比如，原来用作办公楼的

电梯如何运送艺术品就成为展览所面临的最
直接的考验。而恰是城市空间的多元和复杂

在此刻显示出优势，田霏宇笑言：“转个弯，大
楼两边是两条安静狭窄的小马路，就这样，我

们把马修·巴尼的作品从一楼吊到了四楼。”

曾经，苏州河是上海城市化近代化的见
证者，船只往来，机器轰鸣；当这一切在岁月

沉浮与城市变迁中归于平静，苏州河逐渐成
为了不被关注的城市背面。美术馆之所以以

“Edge”为名，一方面是取自美术馆所在盈凯
文创广场的英文名称，另一方面则取其“边

缘”的中文译义，“艺术肯定是要选择在一个

城市‘新’的地方落地，便找到城市的‘边

界’。”田霏宇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 黄永砅《沙的银行，银行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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