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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艺术形式呼吁是一种表达方式!目的是

否能达到!其实还真的难说" 针对城市里正在

发生的新闻和话题进行艺术评论和艺术批评!

相比较一般的评论文章!本刊主编黄伟明主笔

的#题内话$中的言论尽可能做到了具有针对

性和艺术性!并在艺术的大环境下解读城市现

象!为我们的城市%为身边环境失去的保护讲

些心里话!最终目的则是希望能够以这样的形

式!为城市设计%思维模式提出一点建议"

有幸的是!这些&题内话$收获了比预想更

多的反馈!有艺术界的大师%各高校学院的教师

学生!海外关心艺术的专家学者!还有许多普通

读者都通过各种形式向我们传达了他们对 &题

内话$主题和文章的看法和意见!大家都在各自

的领域% 以不同视角关心着城市与艺术关联的

现状和矛盾!期许着艺术上海更美好的未来'

不仅是上海! 国内经济发展迅猛的城市从

初级阶段开始!就在&大力发展$上花了大工夫!

于是我们看到了高楼林立的城市建筑不断出

现!设计师们更是以建筑的造型%高度%建造方

法相互比拼! 殊不知城市早已经不起这样的折

腾了" 所幸! 这些年决策者们都已经开始意识

到! 以往的发展模式给城市环境造成的不可修

复的破坏太多! 无论是生态环境还是人文环境

的保护都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我们在&题内话$

里探讨过很多相关话题! 比如呼吁更多 &小清

新$建筑出现%公共艺术应更亲民%要给城市留

个&疤$等!无论哪个归根到底都与生活息息相

关! 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地思考如何更好地生活

在当下! 而是应当在发展的同时给我们的下一

代留下些什么"在新旧交替之际!以&年终专稿$

总结过去一年的焦点话题! 也是期望在新的一

年里艺术能给城市带来更多美好"

[城市设计 英雄主义适可而止 ]
! ! 建筑是每座城市最为直观的“门面”，一座城市的发展状况、生
态环境如何都能在建筑中得知一二。本刊 $%&'年 "月 ("日 )*版的

!题内话"#!英雄主义"消费不起$正是从如今各大城市以各类建筑相互
比拼“大”、“高”“怪”的怪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盛行在建筑设计
中的英雄主义对当今城市设计带来的沉重负担。
文章刊登后，上海视觉学院学科带头人俞璟露教授通过微信传达

了他的看法：“作为报纸评论，就一定要用自己的特色语言来对整个社
会大环境下的各种现象进行‘艺术的’批评。在这方面，《新民晚报》抓
住了自身的平民特点，讲出了符合老百姓特色的话，这样文章和报
纸就有看头了。”正如俞教授所言，面对不断出现在城市中的英雄主
义建筑，尽管老百姓不懂专业术语，但却能直观地感觉到我们生活
的城市在这些千篇一律、张扬“理性”的大气磅礴中有些喘不过气了。
将城市正在面对的问题一一指出，是为了将老百姓的感受写出来，让
老百姓通过“题内话”能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城市中的现象，参与到
城市设计中来，才能让城市设计的话语权真正属于老百姓。

[生态保护“农家乐”很有必要 ]
! ! ! 在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地区生活的人们幸福指数却往往不成正
比，物质条件的优越更加容易让人忽略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情
感，大量的现代建筑高耸入云，却让人更加难以感受到城市原来的
面貌和底蕴，城市也需要来场“农家乐”。本刊在 (+&'年 ,月 (&日 )&

版!题内话"#!炸掉"烦恼$中对比欧洲许多城市百年来始终保持着宁
和古朴的小镇风情背后的秘诀，意图给我们的城市环境保护换个角
度思考。

文中例举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导游对城市原貌保护的一桩
趣事：为了维护城市里的百年历史建筑风貌，整座城市只有东南方
有两栋三十多层的现代建筑，但当地市民仍不愿“放过”它们，甚至
认真地进行了大讨论看看是否要炸掉它们。在我们看来，这样不拆
旧反拆新建筑的想法真是不可思议的，而正是这样的作为展现了瑞
典人坚决保护城市生态环境、保持历史风貌的决心。正在瑞典歌德
堡大学任教的艺术传媒专业上海籍教师涂康霖向我们发来的邮件
说道：“看了这篇文章后，我更加清楚地感受到瑞典宜居的生活节奏
从何而来，环境、建筑的原汁原味所保留下的远比想象得更多。比起
炸房子，我们更需要先炸掉不合理的城市规划理念。”

[文脉底蕴 不忘本色才守得住 ]
! ! 尽管现在的上海是知名的国际大都市，但在土生土长的老百姓
心里，记忆中的市井文化却更加根深蒂固，面对城市面貌一年一变，
我们除了感慨“发展太快了”，更有隐约的担忧。(%&'年 -月 &%日 )&

版!题内话"#灵魂跟上$点出在国际潮流冲击下本土文化的危机，不少
网友透过微博和我们诉说了他们的相同感受。网友 !"!"#$%说道：
“我并不反对高楼的建设，这是城市现代化避不开的过程，但速度过
快容易造成城市文脉的脱节。就像石库门文化、古镇文化，为了给新
楼让位，拆除了多少历史建筑！这些代表了城市记忆的房屋一旦拆
了就再也无法恢复，怎么让人不心疼？”
“洋建筑师迷信”在中国已经见怪不怪，虽然外国设计师给我们

带来了新的理念、技术、材料和施工方式，但真正的本土文化是否融
入在新手段中才是决定了建筑能否融入城市文化的决定因素。一味
地拆旧造新很容易产生没有灵魂的作品，在快节奏的现代化进程
中，我们是否也该停一停脚步，才能守住文脉底蕴呢？

宜居则不宜“巨”
———有关本刊“题内话”的题外思考

! 梁依云

本刊自2013年4月改版以来，每期B1版的“题内话”都以较具个性的语言、针对一周国内外
比较重要的艺术活动或热门的城市话题进行观察、反思和分析。而这些“题内话”无论谈论的是艺
展、设计、美术、建筑，还是艺术家，无不在探讨艺术与城市之间越发紧密的关系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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