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何种形式的艺术场所! 都必须

具备鲜明的个性标签!可以是外观!但更

重要的是内容" 之所以卢浮宫能够成为

世界最顶尖的艺术馆! 除了本身就能称

得上艺术品的建筑外观! 观众收纳的藏

品之丰富#之珍贵!更让人难以忘怀" 可

以说! 卢浮宫拥有不止一枚精彩的个性

标签!绝对不会和别的艺术场馆$撞脸%"

艺术场所不单单只是一个展出场

地!之所以需要为其贴上个性标签!最重

要的原因还在于它们是体现一座城市艺

术文化面貌的代表" 但凡列举世界上有

名的艺术名都! 都能找到一直相应的一

份$艺术地图%" 因为这样的城市仿佛是

一座放大的博物馆! 其历史记忆会聚在

城市各个不同地点! 构成城市的历史文

脉" 这份$地图%将发生在城市中的艺术

事件串在一起! 体现出博物馆体系和历

史文化建筑的规划与保护! 展现出这座

城市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因此!作为中国

近代现代美术发祥地的上海! 如果没有

一些值得登上$美术地图%的具有辨识度

的艺术焦点! 上海城市文化的定位也就

显得底气不足了"

应当意识到的是! 随着城市文化建

设发展! 城市文化资源的流失也在不断

发生!在这样一个现代的城市空间中!美

术历史的保护显然面临着严重的$失忆%

状态! 这与上海的国际都市形象实在不

相符"原本!多元化的历史给整座城市留

下了丰富多样的文化财富! 有海派的文

化遗产!也有西画东渐的洋画运动遗址!

各个时代的艺术事件足以表明上海有着

足够的底蕴! 但这些大部分还未能有机

会$出声%"一旦上海的$美术地图%成形!

也就意味着有了自己的文化历史地标!

上海也就能成为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大

本营之一"

不过!无论要贴上怎样的个性标签!

都不能忘记艺术! 尤其是城市的公共艺

术!应该是普通大众所能接受的!因此绝

对不能少的一个标签就是$人性化%" 只

有艺术个性加上人性化的理念设计才能

让艺术地标变得真正具有生命力"毕竟!

吸引了百姓愿意去#愿意看#愿意想!才

能让艺术床底成为闲暇之余丰富艺术文

化生活的一个新选择"如果有一天!当游

客和老百姓称赞道&$这里的艺术真的很

上海' %那么我想!这就说明上海已经被

贴上真正的个性标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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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话题 /

艺术地标
让“再生”
成为常态 ! 梁依云!本刊特约评论员"文

! 本报通讯员 姜锡祥 摄

●新闻背景

去年 12月底，德国柏林市参议院
宣布，将废弃已久的柏林―滕佩尔霍
夫机场改建成一座大型的公共文化中
心。当城市没有那么多空地新建艺术
场所时，改造无疑是打造艺术地标的
重要手段。

●评论

请贴上
个性标签

! 文清

机场变“艺”场 新造不如改造
宣布改造机场为艺术文化中心的同时，参议院公布了两个备选设

计方案：方案一延续了旧的机场大楼的外形，被媒体称作“混凝土宇宙
飞船”；方案二则被誉为“玻璃水晶”。柏林市参议院负责城市发展的议
员表示，不论哪一个设计方案得以实现，该机场都将变身为可与法国蓬
皮杜艺术中心媲美的艺术与文化中心，成为柏林市民文化生活的又一
焦点。
比起外观上的变化，改建后的文化中心将具有怎样的功能性更值

得关注。据悉，这座文化中心将拥有图书馆、画廊、活动空间、餐厅和一
座儿童图书馆，可同时容纳 #$%%名市民。柏林市参议院将在今年初确
定最后的方案，并于 $%&'年动工，工期 (年，总成本约为 $)*亿欧元。
即将被改造德国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于 &+$#年正式启用，是欧洲最
早开放的机场之一，曾是德国航空业的标志，由于亏损严重，机场于
$%%,年停止运营。
其实，在一些场所原址覆盖上艺术场所并不新鲜，在国内也很常

见，最典型的就是风靡一时的工厂改造。以上海为例，不少知名的创意
园区如 -(%、红坊等，都是一些有名的旧工厂改建而成的。一方面，上
海在工业时代留下的旧工厂数量多、面积大，加上无人问津的沉寂，无
疑都是最适合艺术生根发芽的“土壤”。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模
式无疑是具有局限性的，能改造的工厂、老城区都被使用得差不多了，
一些即将失去原有功能的现代建筑自然就成了另一类选择。德国此次
的改造方案显然又一次更新了人们对艺术地标发生的概念，比起找到
合适的空间去新建，原址改造的经济性和创意性油然而生。

发挥遗迹意识 赋予二次生命
遗迹意识，就是要学会从已有的、即将被淘汰的场所中去发掘可能

性，对于艺术地标的选择与打造而言，遗迹意识必不可少。
首先，从城市开发角度而言，不必要的建筑拆除其实就是一种浪费

和污染，很多建筑尽管失去了原来的功能，但建筑结构、空间布局等完
全可以被好好利用一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每届世博会留下的建筑群
改造，以我们最熟悉的世博园区为例，各个国家馆在规划之初其实就决
定了是拆是留。展出结束后就需拆除的场馆大多采用了可以拆卸并二
次利用的材料建造，而经过协定会被保留再使用的则至今屹立在浦江
两岸。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原来的中

国国家馆如今已然成为了上海最大的艺术中心和文化标志，开馆至今
已经举办了不少重量级的展出和活动；而世博会期间的城市未来馆二
度变身，成为了上海当代艺术的重要舞台。
两馆的开馆，填补了上海艺术博物馆体系的空白，使上海的艺术博

物馆系列形成完整的格局，即上海博物馆展示古代艺术，中华艺术宫展
示近现代艺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示当代艺术。两馆良好的地理位
置无疑会让上海的博物馆体系和多元的文化格局更便利，将让仅有 (

个月生命的世博场馆拥有了二次生命，将建筑潜力发挥到最大，有利于
上海逐步迈入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行列。
另外，由于保留了原址的特色，在此基础上建造的艺术场所也更具

有地标性和历史性。经历改造后，原有建筑的历史自然也就成了新艺术
地标的历史，城市文脉也随之得以延续，无疑是笔双赢的“买卖”。

“繁殖”艺细胞 观众自然就来
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场所的前世今生如何，最能吸引观众的还是能

看到什么，艺术地标的真正生命力毕竟还是艺术作品的展出和相关活
动。世博过后，上海抓住了推动经济发展和提升艺术品位的双重契机，
开展了不少艺术相关活动。其中，创意产业聚集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
现在申城各处，无疑是很具代表性。
其实上海知名的创意园区很多在地理位置上并不占优势，但是很

多艺术爱好者还是会慕名而去，因为在那里就连空气中也充满了艺术
的细胞。尽管是利用老厂房、旧建筑的空间，但艺术家们会随性地在墙
上作画，甚至在不起眼的地方发挥他们的创意，光是游荡在园区的角角
落落找寻这些精彩就已经不枉此行；不定期地在这里的画廊看上几场
画展，或者到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看看，就很有可能与艺术家们不期而
遇，畅谈心声。在这样的氛围下，这些无疑是最自由的艺术享受。
对比之下，美术馆、艺术中心的冷清原因也不言而喻。尽管在展出

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绝不输给创意园区中的小型画展，但束之高阁的
感觉却常常扑面而来；不说见得到艺术家本人，就连馆内的解说人员也
见不到踪影；更别提与艺术家面对面地探究艺术话题，或是参加一些亲
自制作的活动了。这些功能上的欠缺正体现出艺术文化中心人性化服
务的缺乏，不做些努力去“扩散”、“繁殖”艺术细胞，自然让观众感到兴
趣缺缺。

艺术地标能够在各种合适的环境下“再生”肯定是好事，但改造的
建筑的同时，思想观念上的改造才能让艺术地标得到真正的“再生”，让
城市被艺术细胞所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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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歌燕舞的#金鸡$"成为苏州金鸡湖畔的一道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