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流淌千年、穿

城而过的黄浦江、苏州河记录着这座城市的

发展与变迁。2017年末，黄浦江滨江贯通是

一个开始，此后滨江区域不断变化、提升、延

伸；2020年末，上海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

岸线基本实现贯通，“一江一河”构成的滨江

滨水区域已经成为上海绝对意义上的话题、

发展中心。作为上海发展的空间轴线，所有

在这条轴线上的区域都牵动着上海的未来。

若把焦点关注到个体，“一江一河”在每

个上海人的心中，都是各自奔腾不止的回

忆。画家的回忆总是在画面上不断浮现，与

现实交织成当下的图景色彩。

河边的巨变
乐震文、张弛这对艺术伉俪近年来创作

了一系列反映上海风貌的优秀作品，如一首

首吟咏水岸的抒情诗。

“上初三时，我到国棉廿一厂布置油画，

途经苏州河，那时的苏州河又臭又黑。我想，

这怎么能住人呢？”张弛回忆起画《苏州河新

八景》的缘起，“没想到，2007年时自己却住到

了苏州河边。因为这时的苏州河已经大变样

了，河水已经不臭了，景色也很好看了，但还

残留了一些年代久远的老房子……近年来，

一江一河工程的治理，两岸的步道全打通

了。鱼儿在水中游，鸟儿在天上飞，苏州河边

的景色日新月异，漫步在苏州河畔令人心旷

神怡，一派祥和气氛。”

2021年，为迎接进博会召开，张弛特意为

光影秀画了《苏州河新八景》，但因时间紧迫，

总觉得没画好。所以，她重新寻访了“苏河八

景”，仔细地观察了周围环境，被苏州河精美

的步道深深震撼，太美了，是那么精致，人性

化！她为苏州河边有那么多公园、绿地而深

深地感到幸福；梦清园犹如一片热带雨林，蜿

蜒的步道曲径通幽；九子公园、蝴蝶湾各有特

色；华东政法大学一部分校园的开放，也为上

海市民提供了一个鉴赏参观的老建筑群公共

空间。

即使是极简极平常的景色，融入气候，融

入人情，定会意趣无尽。张弛的《苏州河新八

景》，墨色与色彩交替，浓淡、疏密，层层叠加，

却别有一种透明感，相互映射。

乐震文创作了《苏州河上文化新地标

——八号桥艺术空间》，他回忆幼时在苏州河

边生活了二十多年，从西藏路桥到浙江路桥，

从小学到中学，那时为了养小鱼，同伙伴们一

起清晨至南昌路桥一带抓鱼虫的情景。“河两

岸早晚热闹，来往船只为上海市民生活供给

着资源，而今这条河更承担起了文化重任，为

上海人传递着前沿之文化，故感怀写生。”在

乐震文看来，景的精髓不是通过画面，而是通

过赋予画面的灵魂传递出来的，首先打动的

是自己。透过外在的形态，从精神和内在本

质上把握描绘一楼、一水、一景。

苏州河道，往日的累累污垢不再，碧绿清

新的水面映照着两岸的灯火，挟带着沿岸居

民与游人的欢声笑语，不疾不徐，流向一个个

明天。

江边的奇迹
相对于乐震文、张弛夫妇作品的“实”，李

向阳的作品是“幻”。“陆家嘴是个奇迹，既然

是奇迹，那就有奇妙和奇幻之处。大家都称

上海为‘魔都’，那我能不能把它画得魔幻一

点？”李向阳的作品《跨越天际》有两米乘以三

米的大尺幅，绘画语言总体而言是写实的，他

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形式探索但走

得不算远，最终他还是遵循了自己内心的感

受，诚恳地面对画布，用自己熟稔的笔触、色

彩和塑造方法表现那些真正令自己心动的对

象——无论是高楼、灯火，还是疏星淡月，流

云轻轻。具体的物象不见了，东方明珠、金茂

大厦、上海中心、南浦大桥等等，似乎都消失

在了由各种水平的线条和色块构成的氤氲的

画面中，建筑、大桥、水面、天空大致的远近关

系还顽强地存在着。绘画毕竟不是照片图

像，李向阳说，你看，南浦大桥的桥柱桥塔实

际上距离更远。再往画面的右侧看去，有一

个小小的不易察觉的细节——十年前，李向

阳亲手参与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的改

造，任凭哪一张俯瞰浦江两岸的真实照片都

难以分辨出灰色的方盒子建筑，而李向阳偏

偏就在那个位置加了一笔大烟囱，一个标志

性的温度计。那是隐隐的，又是重重的一笔，

“十年里，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美术馆事业，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家住浦西常熟路淮海中路路口的

李向阳对于浦东是有陌生感的，“小时候，去

趟外滩不容易，跳上26路或49路公共汽车，

要坐很久很久。就记得小学六年级时相约和

小伙伴去上海海运学院，坐上了摆渡轮，到对

岸后，就沿着浦东大道一直走一直走，好像走

不到尽头一般。”

但是在这幅《跨越天际》中，李向阳却选

择了一个从浦东的高处向浦西俯瞰的视角。

“陆家嘴是个时代奇迹，它的天际线，代表着

上海的高度，这是物理高度，也是中国各行各

业的高度。”李向阳说，“从这个角度讲，我们

不仅仅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一个多月的

创作时间里，李向阳画画停停，停停想想，他

把丙烯颜料调得薄薄的，画面就兼具了流动

性与舒展性，江水里流淌着的是放松的写意

和淡淡的诗意，滤去了艳色，灯火变得澄澈，

却让人刹那感受到城市的流光溢彩，璀璨绚

烂。“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此

刻，一弯明月也不孤，尚有点点朗星作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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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一河治理的丰硕成果、苏河八景的创新铺陈……人民城市的点
滴都由人民的劳动所积累塑造。从苏州河到黄浦江再到太平洋，“水体”
在不断生长、流淌与重组中，架构城市历史的厚度、开放的胸襟，在不
舍昼夜的奔流中，也通向城市的未来。

◆ 徐佳和

江河滔滔不语，画笔记录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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