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从国际建筑遗产保护博览会! 到西岸

设计与艺术博览会!再到上海设计周"城市空

间艺术季!唱主角的其实都是国内人士!国内

设计水平正在不断拔高!只是还未真正秀出真

实水平#

和许多打着国际的旗号，实际上仍是黄皮
肤黑眼睛的人唱主角的会议一样，这些浪头很
大的各种展会，唱主角的依然是国内高校科研
院所及商（厂）家，这既说明了中国的城市、中
国建筑遗产保护、中国的城市空间艺术，想拉
金发碧眼当“虎皮”，也说明国人现在的设计艺
术水准较高。我则想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强国，
还未定睛下来认真仔细地观察中国设计艺术
力量的真正水平，我国的设计创意水平这些年
来提升很快。

就说西岸设计与艺术博览会吧，说好的那
些“大牛”如玛丽亚·阿布拉莫维奇 !"#$%&#

'($#)*+%,-之类，大都没来，但她的《权利之地，
瀑布》（照片）还是来了；现场常见的还是中国设
计师的作品，我们虽然多处见过，但也无反胃之
感，咱们的水平还真是能与他们同台竞技。
还有稍早前的建筑遗产国际博览会，洋人

一样少见，国内知名的大学、科研机构基本到
齐，谈论的话题十分丰富，倾斜古塔的科学纠
偏、近代砖石建筑修复的高新技术、大足千手
观音的保护、台湾近年砖石建筑修复、宋金砖
室墓仿木结构建筑等等，讨论的都是新鲜出炉
的各类古建修复经验和体会：让老建筑重生？
如何弥合新旧空间的裂痕？修旧如旧究竟应该
填充怎样的内容？城市更新应该是“新的在旧
的里面长出来”？等等。城市中，建筑不老是不
易实现的梦，但尽量延续其寿命则是人们津津
乐道的城市话题。

! 今年被提到最多的是砖石艺术! 这项

技艺是历史瑰宝!但也因此需要更到位的保护

措施$ 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很有必要!但更需

要工匠手艺和巧思来留住这项工艺的真正%灵

魂&$

砖石艺术，是这几个艺术会上不断重复的
话题，问题是当下设计浪潮里砖石艺术如何重
生？历史长河里，人类走出丛林，学会构筑房舍
就开始学着用石头、泥土和砖头作为建筑材
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数百年数千年
前的石头、砖头、泥土都面临着风化、退化等等
恼人的问题。

如何让它们尽量延续生命，让其呈现出拂
逆时光的别样魅力？就拿近代上海普遍存在的
清水墙来说，用“沧桑斑驳”来形容其衰颓情形
还算是不错的。当年上海勃兴时，清水墙的砌法
就有中国式、英国式和荷兰式，砖缝形式也有凹
式、平式和圆凸式，悠悠百十年过去，墙体裂缝、
空洞，甚至长出一片片苔藓、一棵棵树来也很常
见。但是，你现在去圣三一教堂、英国领事馆、外
滩新天安堂、江湾体育馆看看，看起来栋栋房屋
都是清水明丽的，那是专家们潜心琢磨修复技
术结的艺术美果，这样的更新当然受人欢迎。
业内专家说，上海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城

市建设，城市更新将是未来上海的主要发展方
式。砖石建筑作为城市更新的对象，当然需要
现代科技手段，但更需要工匠艺人的手寸手感
和对老物件的心灵相应、气脉融通。岭南有一
种传承数百年、很鲜亮很民间的建筑艺术———
灰塑，你到了广州六榕寺、六榕寺、五层楼、光

孝寺、陈家祠、三元古庙、锦纶会馆、资政大夫
祠，还有广东的好多地方都能看到。灰塑用铜
丝做成骨架，然后用草根灰、纸筋灰和色灰三
种灰浆，配上干稻草、石灰膏、玉扣纸、红糖、颜
料等，在工匠们一双妙手调制后，墙体上、屋脊
上就出现了果实、花樽、书本、蝙蝠，你知道是
什么吗？如果你读出“果真舒服”，那就对了；如
果塑出的是麒麟、兔子和玉书呢？“麒麟吐玉
书”，说明你知道谐音艺术了；还有许多巧思彰
显了古人的智慧。
你知道岭南为何灰塑大流行？这里夏季潮

湿、高温，砖木结构的古建筑易被虫蚁破坏或
遭腐蚀，而以石灰作原料的灰塑，能吸潮、抗
虫，保护古建筑。置于室外的灰塑由于基底内
有稻草，空间足够，风吹日晒、热胀冷缩也不开
裂，只要维护得当，寿命百年不在话下。曾有人
以水泥代替石灰制灰塑，成品色彩感虽明显增
强，但三年内便龟裂、脱落且无法修复。老艺人

说：“手艺传统是现代技术取代不了的，它活在
艺人的心里、手里，只有心手一体才能出神入
化，这种魅力非经年累月用心滋养是渗不出、
透不出，作品是靓不起来的。”

! 设计跨界! 我们在说市场! 在说生活

化!就是很少去说传统技艺如何再生$ 技艺保

护需要活体保护! 最珍贵的是代代相传的手

艺人!如何活在当下并受人喜爱!还需要更多

创意来完善$

说一下我们参观几场展会的遭遇。
第一场，我们按照世界建筑遗产博览会

《节目单》上的名目，寻找组委会很有创新意识
的“亲手体验”活动所在。介绍有说：“展会上，
将为公众提供遗产修缮技艺手工操作机会，包
括：彩色玻璃修复、灰塑捏制、油饰彩绘、木构
件修复、古琴弦修复等，丰富的手工坊体验活
动，力争让每一位有兴趣的普通公众也能体验
一把传统工艺的惊喜。”

可是，转遍了展会，除了岭南灰塑摊位真
被找到，其他都踪影全无，是我们眼拙还是其
他原因？灰塑台上放了一些灰白的泥，像是乡
下常见的石灰拌草木灰那种，但无人在此展
示，我们也就不敢造次地上前体验了；徘徊良
久，见摊位上没人，我们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到
里面，仔细端详一只喜鹊的“诞生史”：六块板
子，第一块上是构图，第二块上扎了铜丝骨架，
第三块标明“草筋灰打底”，第四块“纸筋灰塑
形”，第五块色灰塑形，第六块上彩，一只通体
金黄、顶橘红、嘴脚蓝灰的鸟儿就成了。
说好的亲身体验终于还是未能如愿，有点

心不甘。问知情人，说：这些传统技艺的传承人
大都十分繁忙，即使徒弟也艺事缠身；技艺不
熟的徒弟来了，怕演砸了反而不好。于是，大家
最后还是选择了，开幕式时站站台，下午就找
不到人了。知情人还说，有的干脆就没来露脸。
大家都知道，砖石艺术的保护与光大，离不开
艺人，没有他们精湛的塑捏刨锯、倒模雕刻，我
们就无从欣赏一块木头上的高山流水、童子献
桃，那么立体，那么缤纷，那么鲜艳。
第二场，被价格高昂的开幕式门票直接拦

在了门外，探探头，看看展览内容，心仪的“大
伽”们没看到，看到的都是先前多次看过的案
例和名字，终于还是决心离开。这次，上海设计
活动周，倒是看到了古代的拓印艺人手把手教
观者学艺，羌绣妇女在那埋头走线，意大利的
椅子如何制作倒是一目了然，但总体看来，传
统是有，如何活化到当下并为更多人喜欢，路
还很长。相较而言，城市艺术季免费让大家观
赏城市更新的案例，则是不错的事情，而邀请
公众“为上海点赞”“为城市支招”则更显高大
上了，只是不知道点赞啥、支什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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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话题 /

城市艺术大潮来袭
活体保护是“筋骨”

" 陈守文

金秋时节，上海创意设计盛事不断，先是2015（上海）国际建筑遗
产保护博览会，再是西岸艺术展、刚刚落幕的上海设计周，直到现在热
闹开场的“城市空间艺术季”，除了声势浩大地纷纷打出国际牌外，从传
统艺术中吸取祖先智慧，几乎成为各大展事的不二选择。

●评论

互联网!时代! 创新已经说得很

多了"就像这次设计周#城市空间艺术

季!$设计!%也造出了很多新名词!但

如果忘了所有的$!%的核心都是创新

这一命门!一切都是枉然"好的设计就

是将技艺酝孕臻于极致! 而能够奉献

完美作品者就是大匠"因此!互联网时

代的城市更新生长! 同样需高扬工匠

精神!因为他们将创新诠释至化境"

说起工匠! 我们很容易想到那些

一砖一瓦为我们造大屋的古代匠人!

那些为我们造出许多奇珍异宝的艺人

们! 他们的名字可以列出长长地一串

串&鲁班#张衡#诸葛亮!他们造出了许

许多多的木工工具#攻城器械#农业机

具!造出了地动仪#木牛流马"还不够'

你去看看(梦溪笔谈)#(天工开物)吧!

所以中国古来就有$技近乎道%的艺术

追求#文化理想" 正因如此!我们喜欢

明式家具!因了明式家具同样$一年成

二句!一吟双泪流%*好椅子做成!$日

三摩挲!何如十五女肤%"

不仅中国! 再来看世界创新大

国+++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伊莱,

惠特尼#塞勒斯,麦考密克#萨缪尔,摩

尔斯#查尔斯,古德伊尔#托马斯,爱迪

生和怀特兄弟等! 他们无不是极富创

新精神的工匠"

精美艺术品的出现是需要岁深月

久地打磨!所以创新就需耐得住寂寞#

悟透前人的技艺并光大之! 从这两层

意义上说! 灯泡的发明肯定是因为耐

得住寂寞#经得起挫折!明代的家具的

制作则更需要在$一花一世界%的极简

中把细腻精致研磨到极致"

艺术传承的内核当是创新"虽然!

我们现在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良好的

保护设备! 但古代器物魅力的绽放还

是得靠师徒传承! 因为每一次创作都

不可能是照葫芦画瓢! 而是创造性地

转化#升华!唯有不断地创新才能把遗

产的精气神传承下来#光大开来"

传承的内核
是创新

" 刘艳丽

●深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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