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读新民晚报林明杰的评论
《什么才是上海的风情》，感触颇深。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祥地，
留下的文化遗产十分丰富，仅艺术
家生平创作的故居就留下不少，但
至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延庆路 !"!号是我父亲程十发

生活了 #$年的旧居，他一生中最有
成就的作品几乎都创作于此。他从
!%&' 年开始直到 (%)& 年搬出，在
这幢房子里产生的作品有《儒林外
史》插图、《红楼梦》插图、年画《歌唱
祖国的春天》、水墨连环画《阿 *正
传》《孔雀公主》等。(%)'年后该房
子归某杂志编辑部，后又成为一家
装潢设计公司总部。若把旧居恢复，
向公众介绍程十发风格形成的全过

程该多好。
陕西南路 #% 弄 ## 号是丰子

恺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过
的地方。“文革”后该房被多户居民
占用。丰子恺女儿丰一吟在香港的
亲友帮忙，出资 #&+万元和二楼的
居民协商租用，一楼住户要价高，
谈不下来。现在二楼是丰子恺陈列
室，恢复了部分生活场景。至今，具
有教育功能的丰子恺旧居全凭年

近 %$岁的丰一吟亲自张罗，带了
两个外甥来做管理员，每星期免费
对公众开放四天。有关方面是否可
以帮帮她？
刘海粟旧居坐落在原卢湾区复

兴中路 &,-号，是一幢独立的四层
楼老洋房，这里是刘大师晚年生活、
工作的地方。如今这幢房子只挂牌
子，没有保护措施。刘大师的小女儿
刘瞻也感叹个人能力不足，希望政
府来保护刘老生前居住过的地方，
开辟艺术陈列室。

程助

! ! ! ! 大众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
养、城市规划建设者得体优雅的
布局设计，其实是硬币的正反面。
同济大学副校长、原市规划局副
局长伍江表达了他的看法：美丽
的城市环境需要设计者的灵感与
妙手，也需要一颗颗懂美、爱美、
赏美的心。

工业时代 打造人文美景
曾有人把工厂烟囱里冒出来

的黑烟比作现代社会盛放的黑牡
丹，而从环保意义来看，这朵黑牡
丹更是工业文明的“恶之花”。如
今，“恶之花”经过技术革新，多已
改冒蒸汽，但其丑陋的外观仍似
城市的疮疤。此前，北京某企业面
向全社会征集其烟囱“美容”方
案，最后中标的方案以金属曲线
缀彩色玻璃，“工业产品”就此变
为“艺术作品”。
无独有偶，上海陕西北路奉贤

路口一处原本杂乱的老式石库门
建筑群角落，通过改造，墙面被附
加上了巴洛克风格的红陶砖墙和
阳台，阳台下是白色雄狮雕像和欧
式园林瀑布，阳台下方的石碑上，
镌刻着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
丽叶》中的经典台词。这一景观为
这一角落平添了一份艺术气息。

追求效益 不损居住文化
石库门弄堂里家家户户的煤

球炉、夏天用凉水擦过的竹榻、三两
成群的小伙伴玩着香烟牌子……
这曾是一个年代的共同记忆。而今，
过度重视商业效益而挖掘老弄堂的

剩余价值，却让土生土长的市民照
样寻根不得，照样徒惹乡愁。

曾作为电影《长恨歌》外景地的
“建业里”，历时 )年拆除与兴建，摇
身一变成为覆盖在仿旧砖下的“赝
品”，酒店、商铺和豪宅在此林立。用
附近居民的话说：“这里不再是以前
的建业里，至少不是我们熟悉的建
业里了。”追求住宅销售的高利润
无可厚非。但建业里引发的议论，
折射出人们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
情感和当下商业价值如何结合的
思考。崭新的砖瓦无法承载岁月的
温情，“一个城市是否宜居，不应以
旅游者的眼光来评判，本地居民的
感受才是最重要的。”苏州规划局
总规划师相秉军在 .+,,中国城市
规划年会上表示。
“无论是坊间还是官方，城市

建筑的意义还没有被充分认同和
理解，有规划者只看到破烂的一
面，而不是发掘其有价值的一面。
从西方古建筑的传承看，随着时间
推移，房子的实用价值会弱化，而
建筑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会慢慢
增加。”伍江对记者说。因此，在建

筑尤其是老城厢改造规划之前，应
该考虑的不仅仅是“为城市带来什
么”，更多的是“为城市留下什么”。
不要让市民的居住文化受损，不要
让整座城市陷入集体失忆。

彰显特色 避免千城一面
保存老城厢居住文化关乎每个

市民自身的审美与记忆，苏州博物
馆新馆成功的新旧融合堪称范例。
.++'年，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
设计改建“"+岁”的苏州博物馆，线条
虽显现代简洁，却用相似的白墙青砖
与两旁的拙政园、恭王府融为一体、
相互借景、相互辉映，符合历史建筑
环境要求，又有其本身的独立性。

凤凰卫视媒体人胡一虎曾抛
出难题：如何避免中国城市化走入
大同小异的误区？对此，伍江表示，
“关于城市细节的雕琢和美化，我
赞赏这样的态度和尝试，但艺术本
身的风格要适合周围的环境。至于
是古典风格的好，还是现代风格的
好？要我说都好，问题是你做得够
不够好！”新与旧如何混搭，安然共
处，基于对一个城市历史文化传统

的观察、分析，从而在设计中有意
识地加以发展和增强原有的特色，
而不是在日新月异的建设中“稀
释”城市特色。只有显示特色，才能
出类拔萃，避免雷同。

培植审美 突破实用主义
国外评选宜居城市，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北欧各有小城入围，纽约
和巴黎等大都市却无一上榜。有趣
的是，国内评选宜居城市，上榜的却
都是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这也体
现了典型的实用主义心理———“宜
居”的标准被简单误读为就业和生
活便利。伍江观察到，当今中国有些
富有乡村，房子很大很阔，但居住者缺
乏审美情趣，没有品位地接连在一起。
改变这样的局面，不仅仅是规

划者和建设者的责任，也需要居住
者的共同努力，突破固有实用主义
樊笼，在自己的内心培植审美的嫩
芽：“毋庸置疑，环境的美化和市民
整体的艺术品味相关，居民能抬升
城市环境的整体美感，审美修养的
提升需要时间，但我们可以做到一
点，即使你不参加艺术创作，至少
你会欣赏它、崇尚它、爱惜它，这比
提升艺术品位要容易得多，我们的
石库门建筑也很美，但环境脏乱会
抹杀建筑美感。”
对城市建筑设计师和规划者，

伍江也有独特的看法：“现在很多
城市建设者更急于求成，邀请国内
外知名设计师来创作。其实，建筑
设计和规划是一门艺术/需要有灵
感刺激，更需要技巧来打磨。但现
在往往出了效果图就开工，只强调
灵感。从灵感到到付诸实践，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本报记者 乐梦融

“美居”须动脑“呼应”不可少
———提升民族审美素质思考系列之二

多多关注艺术大师故居

! ! ! !沃兴华在沪上书法界

!失踪"多年了#想当初$这

位 !流行书风" 的代表人

物$ 曾在出任上海书协秘

书长时弄得风生水起# 他

!归隐"后$书法界清净了

许多$但也冷清了不少#

这次$ 他和北京另外

一位离经叛道的书法家胡

抗美在上海美术馆联袂举

办新作展$顿时$书坛又热

闹起来#昨天旁听了他们举

办的研讨会#通常艺术家办

展览时搞个研讨会$实质是

捧场会$ 而昨天的研讨会$

捧场有之$!拆台" 也真有

之# 争论激烈$欲罢不能#

反正!流行书风"从流

行的那天起$ 就处在批评

和质疑的枪林弹雨中#最严重的批

评就是认为它违悖了传统#沃兴华

昨天大声宣称%!我非常传统# "意

思就是我的传统你们看不懂# 会

后$我跟他说$你就!不传统"了又

怎么样呢&艺术是人类想象和探索

的自由空间$坚持个人的艺术创作

风格和理念是你的权利#世界艺术

史上!反传统"司空见惯# 反传统$

说明还有传统#没传统$你反什么&

不懂传统$你怎么反&

艺术家间的争论往往情绪化

而概念模糊# 譬如研讨会上有人

质疑沃兴华的书法创作过于经

营$不自然#请问什么是自然&老

子'道德经(称!道法自然"# 这自

然是指自己的真实状态#一个书法

家根据自己

的心性顺畅

地创作就是

自然$反之$

纵然将王羲

之模仿得行

云流水也是

不自然的#

未来中

国书法会出

现怎样的景

象我们无法

预料$关键是

不要给探索

者设禁区#不

管是 !反传

统"还是!反

流行" 的$都

不妨理直气

壮$因为你们

是以不同的

方式热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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