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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形象的“低速凝视”
◆ 卜 翌

骑行滨江 文旅“蹊径”

爱若不直面黑暗，就只是谎言

◆ 黄丽珈

在骑行成为时髦的当下，上海
滨江段的骑行路线，成为另一条
Citywalk的文旅“蹊径”——这条
对单车，甚至共享单车都极其友好
的路线，不仅是连接浦江两岸的物
理通道，更是连接历史与未来、工业
与艺术、运动与休闲的文化动脉，已
吸引更多人加入进来，以一种健康、
环保、沉浸的方式，去探索和发现日
新月异的魔都。
浦西与浦东滨江骑行线，恰似

一部摊开的城市立体年鉴。浦西徐
汇段定位“艺文智岸”，浦东段则串
联“创新之瞳”与“世界会客厅”，两
条路线以车轮为针脚，缝合了上海
从近代工业摇篮到当代艺术高地的
百年转型史。
浦西徐汇滨江的骑行段一般推

荐从龙耀路地铁站起始，到滨江滑
板公园为终点，全程六公里左右，亦
可在宽阔的非机动车道上，继续延
伸至南浦大桥，沿途可见诸多从工
业遗迹转型而来的文艺新生场所。
比方原为上海水泥厂预均化库

的西岸穹顶艺术中心，这座始建于
1920年的老水泥厂，曾是民族资本
家刘鸿生创办的亚洲最大水泥厂，
其生产的“象牌”水泥浇筑过外滩万
国建筑群。如今，预均化库被巧妙
地改造，保留了屋面的几何造型，增
设了新的结构框架，覆以半透明聚
碳酸酯材料，原有的工业巨兽骨骼
化身新时代的穹庐。
又比方上海油罐艺术中心，由五

个储油罐组成，原隶属于中国最早建
成的军用机场——上海龙华机场。
这些油罐在机场停用后被完整保留，
并于2013年启动改造工程，历经六
年蜕变为艺术展览空间。且通过覆
土绿化的地景艺术模糊了建筑与自
然的边界，形成一个无边界的场馆，
盛放的是全球先锋艺术的能量。
还有，在煤炭码头基地新建的

龙美术馆西岸馆、原上海飞机制造
厂冲压车间厂房而来的西岸艺术中
心、从铁路南浦站十八线仓库改造

的星美术馆，以及保留了南浦火车
站百年铁轨的启点1907……
至于浦东滨江段，从歇浦路渡

口到徐浦大桥，总程24公里左右，
在规划上三道并行（跑步道、漫步
道、骑行道），串联起沿江渡口，部分
骑行道嵌入花海与雕塑群，一路两
岸风云变幻，光影琉璃美不胜收，这
条路线更被骑行爱好者称之为天花
板式体验。
沿途所见不仅有陆家嘴光怪陆

离的摩天楼群，还有多个名师着手
的文艺新馆，谓之新万国建筑并不
为过。
譬如船厂1862，原是一座拥有

160余年历史的造船厂，此地曾是
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其前身是英国祥生船厂和招商局机
器造船厂，国内第一艘出口万吨轮
“绍兴号”就在这里下水。这个工业
建筑遗迹，经日本著名建筑师隈研
吾设计改建后，呈现出兼具工业风
和复古时尚的外观，里头则是摩登
多趣的文化商业综合体。
距其十分钟自行车车程的浦东

美术馆（MAP），则由法国著名建筑
师让·努维尔设计，俨然是沪上国际
文化场馆的新地标。其标志性的镜
厅空间，映射出对岸浦西外滩的旖
旎风光，整面高反光的屏幕设计理
念取自艺术家杜尚的“第四维度”，
二楼延伸而出的廊桥，与沿江景观
规划衔接，直达陆家嘴滨江步道亲
水平台。
再继续骑行，又可至原老白渡

煤仓改建的艺仓美术馆，与1862船
厂一样，都是浦东滨江工业遗产活
化利用的典范，将历史的厚重与现
代的艺术气息完美融合。
最后到达梅赛德斯-奔驰文化

中心，原为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
博览会文化中心，是世博会的永久
展馆之一。外观主体犹如银色飞
碟，以科技演唱会激活滨江夜经
济，与对岸西岸梦中心的穹顶艺术
中心隔江对望，形成浦江两岸的声

光交响。
滨江两岸的文艺

场所，无一不承载着
上海的城市记忆和发
展轨迹，皆是城市叙
事的再现。滨江文艺
带的成功，源于对工
业遗产“去符号化”的
再生策略——拒绝将
历史建筑沦为网红布
景，反之激活其空间
的弹性叠合。
上海滨江段的

骑行，赋予了文体旅
融合的一种全新节
奏，比步行更快，覆
盖更广，同时又能让
人细致品味沿途的
风景和文化细节，打破了传统文化
旅游的静态模式，将身体的移动与
文化的体验紧密结合，让参与者以
一种动态的视角去观察、感受、品
评这座城市。
滨江骑行道的设计本身即是城

市治理哲学的具象化，如何令骑行
重构城市体验，这几年的魔都经验
愈加丰富可鉴，体现了上海在公共
空间建设上的远见。步道和车道分
离，沿途兼具休憩、阅览等文化元素
的“望江驿”，以及对共享单车的友
好，都极大地提升了公共空间的可
达性和舒适度，这使得滨江除了观
光景点，更是市民日常休闲、运动、
社交的场所。文化艺术场所的融
入，进一步提升了这些公共空间的
品质和吸引力，让艺术真正走向大
众，融入生活。
当巴黎计划建成“100%可骑行

城市”，米兰竞逐自行车道长度时，
上海滨江实践已日富成效：骑行不
再只是交通方式，而是重构城市认
知的“低速凝视”。这种“在路上”的
体验，消解了场馆间的物理隔阂，更
使人感受到了其背后所蕴含的城市
精神和文化力量，多元的互动构建了
另一种丰富且可持续的文化生态。

2025年是《上海市
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三年行动方案》的收官
之年，“儿童美育”是一
个永恒的话题，当我们
谈论儿童美育时，目光
常常本能地聚焦在孩子
身上：他们需要学什
么？看什么？画什么？
唱什么？仿佛美育是一
个单向输入的过程，只
需将“美”的养分精准地
注入幼小的心灵即可。
然而，正是如此的视角
忽略了美育最核心的部
分——儿童与其主要养
育者父母、教师之间那
无形的审美互动。儿童
美育的成败，其关键密
码，恰恰掌握在那些塑
造儿童日常经验世界的
“养育者”手中。

当父母面对一幅画
作是匆匆走过，还是驻
足凝视？是发出“看不
懂”的抱怨，还是尝试描
述自己的感受？走进美
术馆、音乐厅，听到养育
者与孩子之间的互动多
为这样的对话：“快看，
这是名画，来合影！”“听，这是大师
的作品，好好欣赏！”这些停留在表
面的话语，不曾引导孩子观察色
彩、线条、光影；不曾鼓励他们表达
看到了什么、联想到了什么、有什
么感觉；不曾分享自己的感受和困
惑。当博物馆成为“战场”，名画沦
为“打卡背景”，当父母自身对艺术
缺乏发自内心的亲近与理解，儿童
又如何能真正感知那“无用之大
用”的灵魂？而深度的、平等的对
话，是美育的核心环节，它需要养
育者放下权威姿态，回归到与孩子
共同探索、共同感受的状态。这要
求养育者自身具备一定的审美敏
感度和表达的勇气。家庭美育的
本质，并非仅仅为孩子提供艺术资
源，更在于养育者自身是否构建了
一个尊重美、感知美、乐于探索美
的精神生态。
当儿童进入学校，教师成为继

父母之后最重要的美育实施者。
儿童美育的命脉，亦深深扎根于教
育体系的土壤之中。然而，教师能
否有效点燃孩子的艺术火种，其自
身的美育素养、教育理念和热忱至
关重要。一个自身对艺术史脉络
模糊、对当代艺术现象漠然、缺乏
基本艺术创作体验的教师，很难带

领学生领略艺术海洋的
广阔与深邃。他们可能
将美育窄化为简单的技
能训练“画得像”“唱得
准”，或停留在浅显的
“知道主义”，记住画家
名字、作品名称这样的
层面。那他们又如何能
引导孩子探索艺术那更
为广袤的、关乎情感与
哲思的疆域？美育的核
心在于激发感受力、想
象力和创造力。这要求
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
授者，更是情境的创设
者、对话的引导者、探索
的陪伴者，也要求老师
不断地在美术馆博物馆
中学习与时俱进，提高
自己。
让谈论美育的我

们，将目光从儿童身上
移开，坚定地投向成人
世界——成人需要一场
深刻的自我美育革命。
这绝非要求人人成为艺
术史专家或技法娴熟的
创作者，而是唤醒那份
被功利主义长久压抑的
审美自觉。成人应首先

尝试放下评判与功利之心，学习以
孩子般开放、纯粹的态度重新亲近
艺术。当成人能够重新在巴赫的
音乐中感受秩序之美，在八大山人
的水墨里体味孤寂之境，在草间弥
生的波点中触摸无限律动，这便是
对自身生命感知的重新丰盈。这
种丰盈本身，便会在家庭、日常的
点滴互动中自然流淌，成为孩子最
生动、最深刻的美育课堂。
我们无需成为艺术专家，觉醒

始于意识的转变：认识到自身审美
态度对孩子深刻而无形的影响；尝
试“重新做一回审美上的孩子”以
开放、好奇、纯粹的心去重新接触
艺术。唯有当我们这些“养育者”
先成为美的不倦学徒，当我们敢于
直面自身审美经验中的缺失与偏
狭，当我们愿意放下成见去重新学
习感受、体验与思考艺术，孩子身
上那与生俱来的审美灵光，才不会
在风尘仆仆的时光中黯淡。

带着2023年《喜悦》的光环，今
年意大利当代实验戏剧导演和作家
皮普·德尔博诺的两部作品《爱》和
《觉醒》在上海·现代静安戏剧节吸
引了众多戏剧爱好者的目光。
爱是数千年的母题，什么是

爱？什么是痛苦？什么是救赎？爱
是生死间的徘徊，也是愉悦和痛苦
的两极。我们还在探索什么是爱，
皮普已经在伤感没有了爱的能力的
痛苦。我们和艺术家的区别就是我
们都能感受到，但是我们不能把感
受上升到美学，不能让每一个细微
之处都动人，但是他可以。《爱》是他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带有他对
“爱”的独特理解——一种在破碎世
界中的生存方式，一种对苦难的共
情与抗争。他运用的方式很抽象，
颇意识流。更像是配有舞蹈的诗
歌，是吟唱的诗歌，是灯光和互动的
诗歌，混合了带有时代性的音乐影
像，有来自西西里的吉普赛女郎狂
放、野性的舞蹈，每一根头发丝都是

散发着女性生命力的舞
蹈，有大提琴的低声和吉
他的俊朗，有民族感的曲
调，有仪式和信仰一般的
庄重和清晰。
皮普老了，2年前的

他可是在台上潇洒蹦
跶。这一次，只见到他在
《爱》里从观众席中，颤颤巍巍拿着
话筒，拿着诗词，一步步踱上舞台。
他走的每一步我都很怕他摔倒，很
怕他一倒下就爬不起来。直到他走
上舞台，在枯树下侧卧下来，穿着白
色的西服……或者这就是他希望的
葬礼，在舞台的中间献祭自己，给艺
术、给已经觉醒的剧场伙伴皮娜和
永远的男主角波波？
抽象的诗意来自最具象的生活

和故事。无疑在《爱》过渡到《觉
醒》，在意识流的下面是动人的皮普
和波波的故事、创作和对话。
皮普曾说：“爱不是救赎，而是

共同坠落的勇气。”他的作品风格受

到格洛托夫斯基的贫困剧场、生活
剧场和舞蹈家皮娜·鲍什的影响，以
强烈的肢体、社会反思和少数族群
的参与而著称。《爱》在他的作品中
并非浪漫的概念，而是苦难中的共
情或者孤独中的连接，舞台呈现常
结合影像、现场音乐和各种美学。
“我的舞台不是给观众答案，而

是让他们带着问题离开——关于我
们如何对待那些被遗忘的人。”这是
他暮年的呐喊，是对皮娜“用身体直
接表达无法言说的创伤”的致敬。
他是孤勇者，在流量时代用自己的
方式呐喊，用生命在剧场表演一场
行为艺术，实现社会实验的意义。

——看意大利戏剧《觉醒》与《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