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久事美术馆展出的“西行画录”

部分，大多数为水彩画，是1930年童寯

远赴欧洲的游学与考察时通过画笔记录

下的传统建筑和勃然兴发的现代建筑。

童寯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四个月

的欧洲旅行对他的影响，比如金城大戏

院建筑的流线感，轻松奔放的姿态，与古

典主义的传统和拘束不尽相同，就可以

在童寯以斯图加特一栋百货大楼为主题

的铅笔素描中找到影子。1933年，《义

勇军进行曲》作为影片《风云儿女》的主

题歌在金城大戏院唱响，并迅速传播。

上世纪三十年代，童寯的另一个重

要作品——大上海大戏院又是如此摩

登，它的表达方式不是以烦琐精细取

胜，而是用“光”，那是一个“发光”的建

筑。十根挺立在大戏院外立面的白色

立柱，一到夜间在照射灯的映衬下周身

散发着柔和又动人心扉的光芒，照亮了

背后的整栋建筑，整个区域的环境也随

之从黑暗中跳跃出来。可以想象，每当

夜晚降临，人们一路从周遭的陋巷、拥

挤的居住空间、街角半明半暗的灯光中

走出，突然望见这座发光的殿堂时的梦

幻之感。“建筑仿佛是城市从传统走向

现代的缩影，为城市为社会提供不断进

化的基础。”同为建筑师的童寯之孙、

策展人童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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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北京东路步行几百米，在久事

艺术沙龙里的“东南园墅”部分，童明以

园林的空间形式去呈现一个关于“园林”

的展览。展厅门口以薄纱的隔离效果营

造了江南园林烟雨笼罩的视觉感受。内

里，通过木架与薄纱搭建，造出折廊、庭

院、门洞。穿过一扇扇形状各异的月门，

便进入了一个个不同主题的展览。观众

在这座精确与展览内容结合的室内“园

林”里，将首次看到童寯先生在近一百年

前为江南园林留下的宝贵研究资料，走

进一个闪烁着“胜景”的园林世界。

展览展示了200多座园林的资料

照片，其中120多座已消失于一个多世

纪以来的战火和家族变故的沧桑中，池

塘、叠山、回廊……无从觅处。“一座园

林的维护成本之高，所费心思之多，常

常令人不堪重负。园林中的植物也很

脆弱，一棵树十天不浇水，就枯萎了，一

座园林二三十年不作维护，成为废墟也

就不足为怪。”童寯说，园林的底色是由

传统诗词筑构的，由古代文人的生活方

式形成的，园林之于传统生活方式就像

树木之于生长的土壤般重要。其实，自

20世纪初，园林就已退化萎缩，正是这

个起因，童寯才开始进行江南园林的研

究，为造园——这项国宝级技能留下影

痕。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此次展览“东南园墅”部分
所在之处北京东路   号，就
是童寯在上海参与建设的第一
个建筑项目——浙江兴业银
行。因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发
生的金融危机，工期计划不得
不延长，经历了七八年才最终
完工。原本设计图纸中气势恢
宏的十层楼房，最终只盖了五
层，华盖事务所迁入了其中的
   室。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
宁波路一带汇聚了大量民族资
本，是中国本土经济发展的体
现。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当时被
视作民族资本崛起的象征，在看
多了外滩的西洋古典建筑之后，
这幢五层楼的中国建筑师作品
尤为显得线条简洁明朗。

上海，是童寯的出发地，一
个海纳百川的城市，一代建筑
大师落户于此，在短短的几年
中就绽放出自身的才华，重要
作品比比皆是。作为中国建筑
师，他在推动中国建筑融入世
界、构建其现代性方面意义非
凡。时光流转，风云变幻，北京
东路   号久事艺术沙龙已成
为上海的文艺新地标，在这里
办这样一个展览，也是一位建
筑师的心愿所归。

徐翌晟

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明起将恢复

对涉外营业性演出的受理和审批。这一

好消息让上海各大剧院和演出机构迅速

行动起来。正率团拜访悉尼戏剧团、悉

尼舞蹈团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

裁李明坦言：“这对将于10月举办的第

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而言是重大

利好。”

被视作申城文化地标的上海大剧院

也开启“国际朋友圈”，将世界级名家名

团的引进谈判排上日程，总经理张笑丁

说：“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此外，上海

音乐厅将于5-6月迎来钢琴家大卫 ·弗

雷、伊沃 ·波格莱里奇以及小提琴家吉

顿 ·克莱默。纽约爱乐乐团也将在时隔

三年后再度来沪，同老朋友上海交响乐

团展开室内乐合作，并恢复上海乐队学

院的线下教学。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国际演艺圈

始终保持联系和沟通。因此，相关政策

一出，世界著名大提琴家戈蒂耶 ·卡普松

（见下图）就宣布将于4月20—21日，在

上海音乐厅与中国乐迷见面。

李明表示：“卡普松2020年就与我

们达成了演出合作的意向，他非常迫切

地希望能第一时间来华和中国乐迷见

面。”据悉，本次演出中，卡普松将带着他

的老搭档、钢琴伴奏——杰罗姆 ·杜克罗

斯一同登上舞台，为上海观众带来舒曼、

贝多芬、勃拉姆斯等浪漫主义时期作曲

家的经典曲目。随后，艺术节中心还将

邀请重磅的名家名团参与本届艺术节，

并计划将一系列优质的境外项目，同步

输送到全国舞台。

作为上海率先“走出去”的文化机

构，李明率团先后拜访了新加坡、悉尼等

地的艺术节庆及文化机构。他透露，通

过面对面接洽，已与相关机构达成了多

个合作意向，不仅涉及本届艺术节，还包

括明年与未来的活动安排。其中，香港

艺术节、新加坡国际艺术节、新加坡滨海

艺术中心、阿德莱德艺术节已确认参加

本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及交易会。

艺术节中心将与香港新视野艺术节、西

九文化区戏曲中心、新加坡华乐团续签

或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与悉尼歌剧院达

成了人才合作，与香港康文署达成2024

年在港举办的“上海文化周”，与悉尼舞

蹈团、悉尼话剧团筹备签约确认2024年

来沪演出备忘录。

积聚了三年的能量，第22届上海国

际艺术节正加速与国际艺术机构对接，

为高质量的艺术生活蓄力，也为上海城

市发展赋能，更为增强文化出海能力而

努力。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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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西行画录
品味东南园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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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了金城大戏院、大上海大戏院
的中国建筑师童寯的故事

上海街头的邬达克建
筑令人流连驻足，与这位西
方建筑师同时期的中国本
土建筑设计师作品也是上
海的珍贵之景。日前，上海
久事美术馆群落内开幕的
“西行画录 ·东南园墅——
建筑师童寯（1900-1983)特
展”，以这位建筑界泰斗一
生中两次重要经历为主题
的手稿、画作，充分展现了
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迈向现
代的思想与理念。

童寯是第一代留学宾夕法尼亚大

学建筑系的中国人，与梁思成同窗，他

俩与杨廷宝、刘敦桢并称“建筑四杰”。

1931年，童寯接受同学赵深、陈植之邀

南下上海。三人合组的华盖建筑师事

务所，迅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私人事

务所，在上海主持设计了大上海大戏

院、金城大戏院以及数幢公寓。童寯

利用假日，独自完成了江南200多处园

林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写就其第一部

重要著作《江南园林志》，在这部近现

代中国园林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对于

豫园、也是园等等测绘图细致严整。

展览“东南园墅”之名，则取自童寯生

前最后一本著作，他在病榻上完成了

《东南园墅》的最后校订。此书用全英

文写成，起初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

园林艺术，因而对园林中体现的中国

传统文化乃至中西园林比较，都有简洁

生动的论述。

海派
城市

■ 华盖建筑事务所现存作品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学术的贡献

西行的影响

园林的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