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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龙美术馆!西岸馆"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 !!"#号

交通!$%&'号线的龙华中路站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周一闭馆

" 余德耀美术馆

地址!丰谷路 -.号/龙腾大道与丰谷路交汇处路南0

交通!&&号线云锦路站

! ! ! !被称为西岸的这个地方，其
实距离繁华热闹的徐家汇商圈只
有三四公里的路程，算不上遥远，
然而，从龙华西路、丰谷路垂直于
龙腾大道的方向驱车而去，满眼
高楼密集的城市景观在一瞬间变
得视野开阔，似乎可以一眼望到
黄浦江对岸，再接近些，一艘巨轮
像一座山一般，突然横在了眼前。

这里是曾经的“铁锈地带”，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之一，
聚集“煤、铁、砂、油”四大工业区，
也是传统的封闭工业岸线，!"#$
年，上海第一个货运车站铁路南
浦站在此建起，!"!$年，远东最
大的机场龙华机场现身，!"%#
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湿法水泥
厂，!"%"年，中国第一个水陆联
运码头在此开始等候来往船只。

到滨江步道放飞心情

如果说龙美术馆和余德耀美
术馆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向往，那
么在龙美术馆和余德耀美术馆之
间的龙腾大道段，则充满了生活
的气息，运动的气息。老码头改造
的亲水平台上，江风习习。小朋友
们在初学者的攀岩长廊上嬉戏。
一些攀岩爱好者则装备整齐在特
意为他们设立的峭壁上努力向
上。脚下，厚厚的海绵垫保证着他
们的安全。改造中保留下来的船
舶靠岸时扎缆绳用的铁墩头、旧
橡皮圈、塔吊等工业遗存，在孩子
眼中就好像往来于黄浦江上的货
轮客船一样，都是新鲜的大玩具。

这里还有街头篮球场、滑板
广场、骑行天地等等。很多小朋友
自带“坐滑板”，在滑板广场上玩
得尽兴。也有一家人在草坪上搭
个帐篷野餐休憩，悠然自得。

紧贴黄浦江边三种跑道刚刚
投入使用，最外侧是由原铁路枕
木拼簇而成的一条木道，紧挨着
的是普通的沥青路面，最里面的
是慢跑专用的塑胶跑道，跑步者
可以体验不一样的奔跑感觉。

在这里，人们追求创意灵感、
品味生活艺术，热爱上海的历史、
同时拥有着宽广的国际视野。

使艺术融入日常生活

龙美术馆（西岸馆）就位于原
北票码头。码头上，上世纪 &#年代
建造的长约 !!#米、宽约 !#米、高
约 "米的煤料斗卸载桥矗立着，
与美术馆主体“伞拱”结构建筑形
成视觉上的呼应，营造出理性冷
静的工业感与原始感，同时赋予
极具敏锐的当代性和创造性。美
术馆共四层，总面积约 ''###平
方米，展示面积 !(###平方米，于
%#!)年 '月 %"日开馆。

建筑设计师柳亦春认为，内
部结构形成独特的东方气韵，但
留有模板拼缝和螺栓孔的清水混
凝土表面又会带来一种现实感
（见图!" 周馨 摄）。美术馆地上
一层、二层为绘画、雕塑、装置、新
媒体等当代艺术的展示空间，地
下一层为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及民
国时期美术作品的常设展示空
间，“白盒子”式的矩形展厅突显
中国传统艺术的历史传承与博大
精深。这一切使得艺术不再远离
大众，而是与百姓的日常休闲生
活息息相关。

从美术馆窗口向外望去，江
边两个火红的龙门吊也被保留了
下来，沿江绿化带的景观设计里，
还有一些保留的火车轨道伸向不
知名的远方，甚至还有几节车厢，
停靠在不远处原来的南浦车站的
站台边（见图#" 徐洪峰 摄）。

让展览成为城中热事

双休日的清晨，记者在龙腾
大道遇到了跑步者小沈，他说，
%#!#年他曾途经此地，彼时还有
厂区隔离，能跑步的路很短。可是
如今滨江步道贯通了。顺着小沈
给出的路线，沿着龙腾大道往南
不到 %公里，沿途经过著名的江
边“攀岩墙”，翻过龙华港桥，不远
处便可抵达由原龙华机场的大机
库改建而成的余德耀美术馆。

收藏家余德耀是印尼第三大
农业公司巨头。以他名字命名的
美术馆东临滨江的龙腾大道，北
依丰谷路。总面积 "###多平方米

的建筑中，老机库改建的主展厅
就占了 '###多平方米，其特有的
巨大空间与张扬的结构感，与收
藏风格相得益彰（见图$% 徐正魁

摄）。美术馆的建筑改建中创造了
全新的“绿盒子”概念，不同于龙
美术馆外观有传统美术馆“白盒
子”的观感。从丰谷路这端望去，
看见的是美术馆砖红色的外墙，
从龙腾大道的正门进入，首先步
入的是挑高的 '### 平方米玻璃
大厅，可以看见四大丛冲天竹林，
因为引入了户外的绿树，玻璃大
厅变成了一个“绿盒子”的公共空
间。自然之气贯于整个区域，让使

用者分秒间都能与空间中的自然
光无限亲近。

余德耀美术馆自 %#!) 年 &

月开放以来，举办了曾引发全世
界排队热潮的“雨屋”展、最有影
响力之一的雕塑家阿尔贝托·贾
科梅蒂回顾展，将街头文化与艺
术紧密结合的《*+,-：始于终点》
展等等热展，屡屡成为城中热事。

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

龙和鱼，都离不开水，水里有
了龙和鱼，龙腾鱼跃的情景出现，
水才是活水。

如今，人们去美术馆不再只

是一件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
的一条道走到底的观看活动。除
了观看，还有展示本身，甚至艺术
的创作本身，都期待着一种不确
定性。艺术的发展，也让民营美术
馆的建设有了更多发挥的空间。

目前，在这条绵延黄浦江西
岸 !!.)公里岸线上，除了已经树
立起龙美术馆西岸馆和余德耀美
术馆两座上海最大的私人美术
馆，何炬星的星美术馆，乔志兵的
油罐艺术公园正在紧锣密鼓地筹
备中，上海飞机制造厂厂房改建
成的西岸艺术中心已经举办过西
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据上海西
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产业推进
部部长陈安达介绍，到 %#%#年，
西岸将聚集 !# 余个美术馆和艺
术空间，其中有 (个民营美术馆，
成为全球美术馆聚集度最高的地
区之一。

民营美术馆的发展经历过复
杂和艰难摸索的过程，现在，民营
美术馆风起云涌的建设，预示私
人收藏向公共领域的转变，足以
显示出一种文化上的自信。
“始看鱼跃方成海，即睹飞龙

利在天。”“龙腾鱼跃”所透露出的
活力和繁荣景象，预示着一个时
代伟大艺术的兴起，这不仅源于
个人天才的想象力和行动，也源
于体制的推动和创造。虽然，民营
美术馆的整体发展还在初级阶
段，参观人数对美术馆而言或许
只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美术馆自
身的专业性以及展览的普及性，
在多大程度上能给一个城市的公
众带来潜移默化的审美影响。

明代晚期，大学士徐光启以
徐家汇为核心，办洋学、兴教会，
开启了“西学东进”的“光启计
划”，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
科学的变迁，以及上海海派文化
的孕育和发生；%!世纪，蜿蜒徐
汇滨江的上海西岸，兴文脉、求创
新，以美术馆大道、西岸传媒港等
为起点，东学西渐，致力向世界传
递中国文化、海派文化的当代价
值，使西岸成为上海与世界对话
的文化大平台和文化新地标。

“铁锈江岸”变艺术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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