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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一“外滩猫街”

  月  日，第二届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
在西樵山下开幕。

作为当地十大艺术分区之一的九江璜矶社
区，有一个生活着数万只鹭鸟的“鹤巢”（当地人
称“鹭”为“鹤”），因此鹭鸟主题的创作，成为艺
术节在璜矶社区呈现的一种主要方式。

在璜矶社区的一处池塘边，有一个名为《茶
之鹭》的艺术展品——一片荷叶上摆着一套茶
具，却不见鹭鸟的影子，但如果扫一下边上摆放
的二维码，就能发现“别有洞天”。扫码之后，一
只巨大的白鹭出现在手机屏幕上，在荷叶旁悠
然品茶。这一运用了  技术（视觉增强）的艺术
装置，正是高幼军的参赛作品。

“大地艺术节”的源头，是日本的“大地艺术
祭”，初衷是艺术赋予衰落中的乡村生命力的一
种探索。上世纪  年代，高度城市化的日本面临
大量乡村迅速凋敝的窘境，年轻人离开村镇前往
城市定居，乡村只留下老人，这也是当下全球性
的社会问题。一位日本艺术家为了改变这种情
况，于    年首次发起“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
艺术家们以乡村为创作舞台，用创意与才华让落
寞乡村成为吸引年轻人纷至沓来的热土。如今，
这种创意已沉淀为“以艺术带动地域振兴”的成
熟模式，“大地艺术节”也被全世界各地借鉴。

在高幼军看来，艺术被运用到城市和乡村
的更新，除了实现物理空间层面的提升，更重要
的改变还是在于人心。

    年，首次参与新华社区“社区盒子”的
艺术创作。分配给高幼军的空间，是一个正在
经历转型、平平无奇甚至有些落寞的街角：一家
店铺已经搬走，只留下一台孤零零的空调外机。

高幼军喜欢用一些简单的、低成本的方案，
根据城市更新对象自身的自然肌理进行微调，
在不破坏其特色的情况下进行提升。当时，他
在空调外机边上画了一架梯子和两位修理工，
这小小的创意不仅让街角增添了趣味和活力，
也传递了一种充满希望的信息：稍等片刻，更新
正在持续，小店马上回来。“结果令人满意，人们
路过这个街角时往往会停下脚步，好奇地看一
会，然后带着微笑离开。”高幼军说。

同样的理念，被高幼军运用到去年他策划
的“外滩猫街”大型公共艺术作品展上。   外
滩金融中心和豫园之间的方浜中路是一条曾经
充满市井气息的老上海街区，却因居民动迁陷
入沉寂。去年 月，几十只巨大的“猫咪”突然出
现在老街原本灰蒙蒙的墙壁上，瞬间让这里成
了上海最热门的打卡地，也让这条   多米长的
街道再度热闹起来。

当时，由上海复星艺术中心、   外滩金融
中心和豫园商城举办的第三届外滩艺术季正在
举行。这次活动汇集了大型公共艺术作品、艺
术展览、潮流集市、  互动装置等内容，用艺术
将老城厢与现代街区实现融合。高幼军是方浜
中路街区项目的策展人。经过思考后，他决定
把整条方浜中路变成一块大型画布，创作对象
被确定为这条街道上依然居住的“原住民”——
猫咪。方浜中路街区作为老城厢，鼠患曾是一
个让居民很头疼的问题，许多人家都养了猫，或
者会投喂一些流浪猫，吸引它们来捉老鼠。久
而久之，一个庞大的猫咪族群就在这里繁衍生
息，即便居民动迁搬走后，不少猫咪依然“坚守”
故土。在高幼军看来，它们是小小的城市英雄，
也是老城厢居民的好邻居好伙伴，而且猫咪的
形象，也容易被不同群体所接受。

除了猫咪漫画，高幼军还加入了许多真实
的猫咪照片。“原住民”小猫不太喜欢出镜，只能
临时征集了一批宠物猫来配合拍摄。这些被放
大的猫咪照片平均视线设置在 .  米高度，与
人的眼睛高度基本一致。当人们置身于街道
中，欣赏猫咪与画作时，也能获得一种与巨型猫
咪“平视”、闯入猫咪世界的奇妙体验。

“走进这条街道时，你会感到一种代入感，仿
佛自己也成了其中一只，体验众生平等的感觉。”
高幼军说，他希望这个作品能够为人们带来治愈
效果，忘却当下的烦恼，享受最简单的快乐。

果然，“猫街”亮相大获成功。每天前来打
卡的人群成百上千，正如最初设想的一样，人们
迅速喜爱上了这些巨大的猫咪，老街前所未有
地热闹起来。艺术季结束，猫街将要恢复原状
时，它们还留下了一些告别语：“再见啦，猫街”

“记得想我哦”“下班吃罐罐”……让许多前来打
卡的市民和附近的老居民依依不舍，仿佛真的
在和这些“老朋友”道别。

二 治愈人心

    年出生的高幼军是一个地道的上海
人。他从小学习绘画，并颇有天赋，但家人一
直希望他找一个靠谱的专业，于是他考了上
海交大的数学系。大四那年，中央工艺美院
（清华美院）招收有理科背景的研究生，师从
德国留学归来的工业设计大师柳冠中。高幼
军一考而中。

毕业后，高幼军成了一名广告人，进入  
广告公司就职，每天拼创意、想方案。但在他
看来，广告公司并非一个理想的创作平台。“广
告最终目的还是服务客户，很难完全按照自己
的想法来，很多有趣的好创意未必能得到采
纳。”高幼军说，即便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一家广
告公司的老板，情况依旧如此，想要画一些自
己想画的作品，只能在业余时间寻求突破。

    年，正逢微博兴起，高幼军化名为
     在微博上发了自己第一幅“脑洞”作品
《大象是如何挖鼻屎的》。在画面中，大象将
鼻子绕过来，用象牙费劲地挖着鼻孔。

原本是个人的兴趣之作，反响却很好，网

友们鼓励他坚持下去，于是他给自己的画起
名为“     无厘头一日一画”。多年来，他坚
持“一日一画”，迄今已创作了数千幅作品，把
自己平日记录下的一些创意变成有趣的漫
画，逗网友们一笑。

“此人的脑洞深不可测……”这是很多人看
过高幼军作品后的评价。清代满族女性戴的旗
头，在他眼里变成了电话机；条形码被时代抛弃
跳楼，摔扁后变成了与时俱进的二维码；皇帝被
人追杀，摘下衮冕变成了一块滑板成功逃命
……这些稀奇古怪的画面，像极了梦境中的片
段，看上去荒诞不经，却又能让人会心一笑。质
朴富有童趣的画风、大量运用具象类比，成为高
幼军漫画作品中最显著的个人标签。

“这就是我的本心，能让大家在辛苦工作
和生活中找点乐子，哪怕只是一瞬间的开
心。”坚持创作  年之后，高幼军已经成为拥
有百万粉丝的漫画家，多次在国内外举办画
展，粉丝遍布世界。很多人说他的漫画有深
意，但高幼军一直认为，自己的漫画始于“无
厘头”，终于“无意义”。有时候“无用之用”本
身，就是最大的意义。

    年 月，高幼军受邀参加景德镇“艺术

在浮梁    ”的创作。在浮梁县寒溪村，来自世
界各地的艺术家设计了  多件艺术装置，散布
在村落各处，后来全都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打
卡点。高幼军的作品是改造其中一间农宅。这
栋农宅，凝聚了一位父亲对儿子的爱与思念。

和千千万万农村家庭一样，这位父亲辛苦
抚育两个儿子长大成人，但儿子成年后都选择
离开家乡，前往城市生活打拼。父亲造这栋房
子原本是作为儿子们的婚房，希望他们有朝一
日能回到家乡娶妻生子，共叙天伦之乐。但事
与愿违，房子造好后一直闲置，等待可能永远
都不会回家的主人。这让高幼军很是感慨。

高幼军了解到老人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酿
酒师，能酿制很地道的本地米酒，于是他决定
将这栋两层高的小楼改造成一个小米酒馆。
凝望小楼，高幼军“脑洞”大开，他把两扇一楼
的窗户画成两张开怀大笑的嘴，嘴的主人正
举杯欢庆，简简单单的两个人物，让建筑焕然
一新，来访者远在百米之外就能感受到小酒
馆的好客与欢乐。

高幼军还在酒馆内部加入大量艺术元素，
例如楼梯装上凹凸镜面模拟醉酒看到的事物，
墙上挂以酒为主题的漫画等。这家小米酒馆
一跃成为当地网红打卡点，老父亲酿酒手艺也
有了用武之地，生意好到忙不过来。“让孩子们
回家来帮忙打理生意”，竟成为可能。在他看
来，当艺术被用于助力乡村振兴，带来的不仅是
游客与人气，更提升了当地百姓的精神面貌。
他记得第一次来到寒溪村时，村民们还用警惕
的目光看着他们这群陌生人。但当艺术家们成
功改造村镇后，他更多地看到了村民们脸上发
自内心的微笑，他们会像爱护自家环境一样维
护村容村貌。“纸上的创作也可以治愈人心，但
放大后的空间艺术创作所起到的作用也同样
被放大了，不仅可以温暖心灵，甚至可以改变
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区域的命运轨迹。”

三 突破边际

艺术助力城市更新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
过程。中央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何崴认为，
如何面对过去若干年高速城市化带来的“千
城一面”问题，如何将现有老旧建筑盘活，让
城市重新焕发活力，是每个城市建设者、每个
建筑师需要思考的问题。

“城市越来越需要自身的文化属性和地
域识别度，人们渴望看到属于自己城市的独
特空间。”何崴认为，艺术作为一种“无用”之
物，其重要作用就是赋予物和空间灵性，同时
带给使用者情感价值。因此，在城市更新中
更多地让艺术介入，可能是当下解决城市问
题的一把钥匙。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执行院长、上海大
学上海城市更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
长金江波也认为，公共艺术以“公共性、在地性
与艺术性”相互融合的特性，高度契合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理念，艺术的创造性力
量介入城市建设，可以映射城市人文价值的内
涵，其价值营造凸显城市开放和包容的气度，
成为彰显城市品格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不久前，在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举办
的        第四届“设计寰宇”年度创意营
上，高幼军分享了他将艺术运用在城市更新、
乡村振兴上的尝试与探索。在他看来，建筑、
街区、乡村，甚至山水天地都可以成为创作的
载体。从打造“外滩猫街”，到让衰落的村庄重
现活力，再到运用科技使艺术打破时空的“次
元壁”，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尝试突破边际，寻找
更多创意与可能性，转化为治愈人心的力量。

短视频兴起后，高幼军将之前的漫画作品
视频化再创作，从漫画到动画，感染力也能再
上一个台阶。  技术井喷后，他的作品也突破
了现实与虚拟的“次元壁”。他曾在豫园老庙
黄金前设计了一个三面招财猫的艺术雕塑，有
趣之处在于用手机扫码后，屏幕中呈现出的画
面是源源不断的金元宝被招财猫爪子吸引而
来，这样的新艺术装置非常受年轻人的喜爱。

包括《茶之鹭》在内，  成了高幼军当下
创作中经常使用的技术手段。在另一处水库
的改造中，他彻底舍弃实体化设计，在一个观
景台上设立了一个二维码，扫码后能在水库
看到神奇的一幕：一只白熊在水库洗澡，边上
游来一条鳄鱼，白熊顺手就把鳄鱼抓起来搓
背，令人忍俊不禁。高幼军认为，今后的城市
更新中，除了融入艺术，新技术也会被大量运
用，更多的边际将被突破。

本报记者 李一能

大面积城市更新和高质
量乡村振兴，正在急剧改变
中国城乡风貌。

人是情感动物，新旧更
迭背后，谁都有难离的故土、
难寄的乡愁。用公共艺术的
方式连接“新”与“旧”，赋予物
与空间灵性，带给人以情感价
值，这是上海漫画家高幼军近
年来一直在尝试的事。

2021年，上海城市空间
季期间，高幼军参与了新华社
区“社区盒子”的艺术创作。
这是他第一次将艺术运用到
城市更新中。从那时起，无论
上海老城厢的“外滩猫街”，还
是景德镇寒溪村的“小米酒
馆”，这些疗愈乡愁的代表作
都引发了大量关注。
看似“无用之用”，但在专

家学者看来，艺术助力城市更
新，不仅在于城市设计赋能，
更有助于城市记忆留存、城市
温度提升，改变“千城一面”
“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尴尬，让
更多人感受到乡愁所依、文脉
所系、底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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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大地艺术节上的《茶之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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