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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

的 很 多 展

品下面都设

有两块讲解

牌，以不同
高度、不同
方式和不同
视角为成人
和孩子提供
阅读。

怖，反而充满墨西哥风情的装饰

感。成人从不同文化中拓展对于

死亡的认知，孩子们则通过电影

《寻梦环游记》理解死的含义、

引发生的思考，也为亲子关系提

供了交流的主题。

2013 年 9 月 7 日 上 午， 两

名来参观的孩子在嬉戏打闹中越

过围栏，拉扯墙上的玻璃艺术品，

导致其掉落地面，碎成数块。更

令人震惊的是，孩子的父母并未

制止，反而旁若无人地拍照留念，

进一步加剧了作品的毁坏。

这件名为《天使在等待》

的艺术品，来自艺术家薛吕为

庆祝女儿出生的拳拳爱心，从

最初构思到完成共耗时两年多。

她采用多种玻璃工艺，用高温

熔融的上千根玻璃管铸成了一

对羽毛般的巨型翅膀，因其唯

美而充满想象力，吸引了无数

观众的共鸣。

尽管艺术家和博物馆都对事

件感到失望，但并未止步于此，

他们最终决定将作品保持原状并

重新命名为《折》，继续展出。

一次意外事件被转化为一个深刻

的警示和教育工具，提醒孩子和

成人保护和珍视文化展品的价

值，尊重公共利益和道德。迪尔

曼随即开启了预防程序，在接待

未成年人团体时，馆内工作人员

会进行20分钟的观展礼仪教育。

他相信，“如果这些 Z 世代统

治世界，那么未来就有希望”。

成长 · 自己

迪尔曼来自德国柏林，就读

于柏林艺术大学建筑专业。学习

期间，他就在父亲的设计工作室

工作，参与了多个博物馆项目。

“这段经历使我对博物馆的整体

规划有了全面的了解，包括内容

开发、藏品管理、空间设计、展

陈方案以及多媒体整合。”

2009 年他来到上海。“我

一直把上海视为我的家，见证了

这些年来这座城市的惊人变迁。”

家住在浦东，办公室俯瞰华山绿

地，日常工作在宝山的玻璃博物

馆，“居住上海三个截然不同的

城市区块为我提供不同视角和灵

感，让我扎根于上海多层次的城

市肌理之中”。他很自然地将上

海与他出生长大的柏林相比，“尽

管节奏不同，这两座城市各自都

是文化的灯塔”。他欣赏上海的

“韧性和拥抱多元身份的能力”。

迪尔曼身上具有典型的德国

气质——惜时如金，精准掌控。

他常常边走边喝咖啡，又喜欢把

大把的时间耗费在玻璃博物馆

里，他笑称自己“朝五晚九”——

晚上 9 点离开，早上 5 点又来办

公室。他对博物馆有感情，一花

一叶都引起深深的依恋，“每一

个角落都是我亲手设计的”。

“在上海设计博物馆，既

充满机遇，也面临挑战，因为这

座城市拥有丰富的历史，快速的

现代化进程，以及多元的国际影

响。”继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

科技馆、上海电影博物馆之后，

他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座在地铁

站的“快闪博物馆”，将传统展

馆环境“搬移”到意想不到的公

共空间，将文化活动融入公众的

日常生活。

当长龙般的地铁一路风驰电

掣抵达龙华中路站，车门一开，

人们惊讶地发现走错了片场——

灰暗的水泥墙被漆成了深邃的蓝

色，29 幅来自西班牙马德里普

拉多博物馆的精品绘画映入眼

帘，近在咫尺，一座原本冷清的

地铁站被改造成一个快闪博物馆

画廊。机械化的通勤瞬间被按下

“暂停键”，人们的步履慢下来，

被浓浓的艺术氛围所环绕，美好

的力量重新盈满内心。 

“我希望能为那些不仅推动

创意边界而且对社区及城市不断

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项目做出贡

献。当然，我也意识到未来充满

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像上海这样

复杂的城市中。未来的道路上会

有挑战，无论是经济波动、文化

格局的变化，还是意想不到的全

球事件。我的计划是保持适应性

和积极性，在不确定中寻求成长。”

上海玻璃博物馆门口有一幅

巨型广告牌——“成为一座影响

世界的博物馆”。那是迪尔曼的

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