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合自然 传承在地文化

建筑师巴瓦曾说，“我认为建
筑无法完全解释清楚，必须去体
验”，美术馆正是如此。当快节奏
的城市生活越来越让人无法呼
吸，人们需要一片艺术的乐土。结
合自然，据有与城市文明迥异的
在地文化，住所和公共空间于一
体，甚至地理上的不便，此时都成
为了发展城郊美术馆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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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缘的艺术乐土
!吴南瑶

" 结合自然!据有与城市文明迥异的在地文化!住所和公共空间于一体!甚至地理上的不便!此时都成为了发展城郊美术馆的优势"

! ! ! !以艺术的手法，重构城镇的美与生活，提
升原住民及游客的人文素养，乌镇是一个典
范。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以及工业
化的发展，城郊普遍面临人丁稀少、土地荒废
的窘境。而越来越多文创园、乡村美术馆的涌
现，通过对公共空间的改造，结合在地性的特
点，创造出能连接历史与现在的艺术生活情
境，令老城郊重新焕发生机。
但是，只有一个陈向宏是不够的。

让情怀扎根乡土
说到令人印象深刻的乡村美术馆，天水

市秦安县叶堡乡的石节子村不得不提。总共
不过 !"户人家，却把整个村子打造成了“石
节子美术馆”。策划并执行了这个奇迹的，是
艺术家兼名誉村长靳勒。西安美院雕塑系毕
业后，靳勒回到家乡，在村落的角角落落，亲
自做雕塑，带领村民动手制作装置。作为乡村
美术馆的极致案例，“石节子美术馆”的影响
力不断扩大，今年五月，作为国家艺术基金支
持的项目，“乡村密码#中国#石节子村公共艺
术创作营”吸引了中央美院、中国美院、清华
大学美院、鲁迅美院等众多知名院校的学生
以及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他们或自带作品，或
就地取材，为“石节子美术馆”又增添了不少
作品。“城市的公共空间艺术是一个热门话
题，为什么大家不也去关注、谈论一下乡村的
公共艺术？”面对媒体，靳勒说。

搭乘由上海南站出发的小火车，或自驾
一个半小时，金山与市区天然交通的不便造
就了仪式感，增加了金山区首个文创园海阔
东岸给予艺术爱好者的惊喜。借由园区的打
造，重塑金山“面海江南”的特质，是金山人李
伟的发心。

借由金山石化工业区的发展进入工业化
改造，!$$%年，金山县与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
上海金山实业公司联合建政，撤销金山县，设
立金山区。李伟依然记得自己 !$$&年从华师
大艺术教育系毕业后，拿着金山户口找工作
时的尴尬。做过平面设计，开过服装厂，&'!(
年，从开办艺术培训学校开始，李伟开始一步
步回到自己喜爱的艺术。
爱也金山，恨也金山。姗姗来迟的金山区

首个文创园由李伟 &(()年租下的老厂房改
建而成，车还未进园区，远远就看到了颜石林
的代表作，铜为材料、*米高、重达几吨的巨型
雕塑《丛林历险记》。鹿角少年垂手而立，眼神
却倔强而执着，作者曾自称这一系列形象正
是自己：“他倔强、坚毅、有着明确的方向和自
己守护的东西。”

深入海阔东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传
统木结构建筑与现代混凝土厂房，以及当代
艺术雕塑、装置如交响曲般的水乳交融，此起
彼伏的节奏感衬托出新旧的融合，文艺的气
息和创新的活力。为了打造一个具有复合功
能的空间，引入曾被评为中国十大独立书店
的北京蜂蜜书店是李伟埋伏在其中的惊喜之
一。木结构细致搭建成的书店与内部徽派戏
台的建筑风格形成了呼应，众多当代艺术家
的作品则与空间的气息形成了巧妙的互动。

如同靳勒对于“石节子美术馆”的理念，
李伟也将整个文创园当作了自己的一件作
品。对于艺术品，李伟对于传统的理解从其对
待古建筑以及老家具，可知一二。而令人意外
的是，他对于当代雕塑也有着相当不凡的审
美品位。进入文创园，颜石林、李伟 +刘知音、
尹朝阳、刘天怜、郑路、张周捷、狄青、付美军、
石磊、闫威、杜春风、高瑀、熊宇、刘威等作品
让空间具有了叙事性。“艺术品只有被公众理
解后才能与公众共鸣进而互动。我觉得最简
单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空间形式来讲述这些
艺术品背后的故事，呈现其产生过程。而原本
属于过去的老建筑亦通过这些当代艺术品，

获得了呼吸，与当下产生了对话，焕发了新的
生命。”李伟说。

意义总在展厅外
濑户内海上安静地飘浮着许多小岛，艺

术爱好者们一批批如朝圣者般渡海前往直
岛。从 !$$&年起，受岛主福武总一郎的委托，
安藤忠雄花费了十多年来实现“一岛一美术
馆”的理念。

直岛现代美术馆即岛上唯一的住所，房
间的每堵墙壁都是不同画家亲临现场完成，
摆设的画作也全是福武总一郎的个人收藏
品。除此之外，安藤在直岛上还陆续完成了分
别散落在山野树林间的地中美术馆、李禹焕
美术馆、安藤美术馆的修建。而为了避免因美
术馆的存在而遮盖住山顶的美景，安藤忠雄
刻意将建筑安排在地面之下。隐藏在地下的
美术馆、和随处可见的艺术作品全被山影海
景包裹起来，充满了秘而不宣的魅力。

直岛美术馆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以及
令艺术不再是美术馆内的“标本”的做法，
使其成为了一个能提供跨界互动的美术馆
的典范。

海阔东岸距海岸 !公里，距渔村 !公里。
历史上，金山曾经是太湖流域重要的海运港
口和军事要冲。!$"%年，日本侵略军亦是在金
山沿海登陆。一公里之外，就在当日日军登岸
的地方，李伟又租下了一栋三层楼的老宅，改
造成“林泉·渔家傲”。“这不是你们想象中的
民宿，而是文创园的延续。”李伟说。

有意思的是，将老宅租给李伟的，不是一
个人，而是五户当地的原住民。村民们原本以
为李伟会把老宅推倒重建，谁知道抱着“活
化”的理念，李伟展开了一场不动声色的，“没
有装修”的装修。目睹着改造过程，村民纷纷
主动把家里的旧物件送了过来。“建筑也同它
的环境一样可以不断地生长和改变，我的目
的是要通过环境、本地人、本地文化一起去创
造一个属于当下的理想家园。”基本保留老宅
外部原貌，内部遵循传统“借景”的理念，“一
方面借外面的景———海岸线、河流，一方面借
内心的景。”。与文创园一样，所有的建筑思
路、内部设计都由李伟一人包办。由此，或可
以推断主人的个性。“当然我的知识不是凭空
而得的，我最欣赏的建筑师是杰弗里·巴瓦。”
李伟说。这位被誉为斯里兰卡国宝级建筑师
被评论家认为是一位现代主义者，浪漫主义
者，乡土主义者。他强调弱化建筑本身的形式
特征，一方面往极简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更
强调环境的整体性。

传统老宅的结构被符合传统审美的线条
划出了以 &,个节气命名的空间，陈列了 ,(

多件雕塑，一百多幅绘画，“渔家傲”更像是一
座可供羁旅的美术馆。这似乎也暗合了直岛
对于美术馆的重新定义：一个开放的，有趣
的，互动的，平等的自由交流空间。美术馆作
为艺术圣殿感觉被淡化，与生活的融合，使之
能吸引更多公众的参与，从而更加彰显了其
社会性的一面。

通过挖掘在地智慧、生活方式，让老建筑
的亮点、在地的文化气质通过现代的方式再现
的同时，本地人也看到习以为常的人、事、物，
其实都有特别的价值所在。对李伟来说，造一
个文创园，并非只是为了追随所谓“乡愁经
济”。大到打造一个岛，小到修复一栋老宅，细
致入微的调研、走访，对历史文化进行梳理、
挖掘，对原住民的理解、共情，以及最后根据
实际情况不断的调整都必不可少。如何为金
山说好故事？如何让金山人成为自己的代言？
如何让金山历史上的美好延续？“我希望能
通过园区来探求艺术重塑乡土的可能性，表
达自然、文明与人的关系，探索地方经济振兴
与文化传承的共生。”
一切还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