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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万吨筒仓、1908 粮仓艺术空间、艺仓美术馆、龙美术

馆西岸馆、余德耀美术馆……今天，人们身边这些承载着

美与创意的活力空间甚至是魅力地标，均隐藏着值得追溯

的“前世传奇”———它们竟然是由煤仓、粮仓、工厂、车间、
飞机库等废旧空间华丽转身而成的。 未来在这座城市，还

将有更多的工业遗存以艺术的方式重获新生： 在徐汇滨

江，四个小油罐和一个大油罐将成为油罐艺术公园的核心

部分；在吴淞工业区，一大片型钢厂房将迎来上海美术学

院新校区，对标的是国际艺术城区……
正是工业遗产改造实践中一个个活色生香的范例， 让

人们心中难舍的记忆不曾远去， 为你我的生活提供一种整

体性的精神力量与共同记忆。

煤炭没有了，艺术装进去了

多年以前， 黄浦江东岸的民生码头， 一幢由 30 个大

筒组成的长 140 米、 高 48 米的立面建筑曾是 “亚洲最大

粮仓”， 机器轰鸣伴随着浦江汽笛长鸣， 散粮倾泻而下，
工人往来穿梭。 多年以后， 2017 年金秋十月， 庞大的筒

仓已不见工人的身影， 聚集在此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近

200 位建筑师、 艺术家、 策展人。
昨天的 “亚洲最大粮仓”， 变身今天的城市空间艺术

秀场 “八万吨筒仓”。 共分 7 层的巨大筒仓里， 外挂扶梯

建立起建筑的公共性。 展品与建筑穿叉组合， 犹如一个巨

大的混凝土山谷开出奇花。 废弃的粮仓经改造， 不但重回

公众视野， 它所释放出的 1.6 万平方米展厅面积， 恰恰给

艺术提供了太多的可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时为某家画廊总裁的

张熹从“老白渡”路过时，看见一个巨大的高四层楼的水泥

框架。“在这种高价地段，居然有这么大一个水泥框架，我很

好奇，后来了解到这里原来是煤炭码头，水泥框架是装煤的

仓库。 我就想是不是能够利用起来。 ” 张熹回忆。
六年后， 煤仓成了艺仓， 以 “艺仓美术馆 ” 出现在

人们眼前。 建筑师柳亦春用水平向的挑板来打破煤仓原

来封闭的空间， 将其打造成内部空间大小各异、 曲径通

幽的现代展馆， 建立建筑和黄浦江之间开放的关系。 改

造中， 系缆桩、 高架运煤廊道、 煤仓、 抓斗、 船锚、 起

重机轨道及烟囱等实物都保留了下来， 有些则成了雕塑。
首展在 3 个月展期内即引来十万人次观展。 “我们的想

法是， 煤炭没有了， 艺术装进去了， 所以取名艺仓。” 张

熹说， “废弃的空间只要你有想法， 赋予新的理念， 就

能焕发新的魅力。”
过去， 这些仓库是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和舞台， 如今

人们既可以在仓库中回忆这座城市的历史， 也可以感受人

类智慧所塑造的崭新世界， 这些都增加了工业遗址的意蕴

与城市的底蕴。

新的展陈勾连出旧的回忆

“过去这里整日吐着白烟， 是当时上海最高的烟囱

了。” 2017 年 10 月 1 日， 64 岁的唐继芳站在上海当代艺

术博物馆 165 米高的大烟囱下， 领着年轻观众走进 “大烟

囱”， 讲述博物馆的前世故事。 这一天， 恰是上海当代艺

术博物馆的五岁生日。
带有大烟囱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是南市发电厂的

工业遗存。 从 1971 年开始， 唐继芳在电厂工作了 33 年。
唐继芳说， 2007 年后， 厂子静了下来， 昔日昼夜回荡着

的机器轰鸣声没了。 她曾工作的旧厂房， 在上海世博会期

间成为五大主题展馆之一的城市未来馆， 如今又变身一座

“艺术电厂”。
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龚彦看来， 这片重新 “发

电” 的场馆也有工业遗产改造中的坚守。 “过往排污排废

的工业化装置本身也是历史的承载体。 建筑师尽可能地保

留了原来的建筑形态， 工业文明的肌理延续至今。” 内部

展览与外部世界从空间、 历史、 人文角度联系在一起， 这

样的改造是对工业遗存的利用和活化。
对唐继芳而言， 艺术展品就像另一种发光发热的煤

炭 ， 勾出了回忆。 她说， 创新利用， 能够让更多的人追

忆。 原先是发电厂里的煤灰分离器， 成为四团醒目的橙

色钢铁结构， 被戏称为” 四大金刚”。 以前维修汽轮机、
发电机的大吊车被完整保留。 昔日工人， 抬头看见吊车，
仿佛回到了过去。 工业遗产中有意义的部件被新的艺术空

间所使用， 从而让公众看见， 形成想象的反转， 在博物馆

里实现另一种生活。
这样的保护与再生， 在上海老厂房的改造中比比皆

是。 选址原北票码头的龙美术馆西岸馆， “伞拱” 结构与

原北票码头保留下来的构筑物 “煤漏斗” 形成视觉呼应，
通过类比来达成 “新” 和 “旧” 的整体性。

龙华机场大机库， 如今成为印尼华人收藏家余德耀的

私人美术馆。 改造中， 3000 平方米的玻璃大厅旁引入户

外的绿树， 联合了老机库改建的主厅和东面滨江户外空

间， 成为 “绿盒子” 公共空间。 老机库的沧桑， 与新建玻

璃大厅的亲和融为一体。
人们也看到， 春明粗纺厂变身 M50 艺术区、 老码头

仓库成为上海美协创作中心东外滩艺术空间、 玻璃仪器厂

改为玻璃博物馆……
昔日工业建筑， 如今成为充分体现文化延续性， 由现

代人共享记忆的文化新空间。 游客穿梭、 抬头低头之间，
工业时代的遗迹与新时期市民生活细密铺开， 记忆、 文化

与群体彼此交融， 令人动容。

在钢琴声中重温阮玲玉的怕与爱
法国电子管风琴演奏家蒂埃里·艾斯卡希将访沪，为《神女》即兴配乐

法国电子管风琴演奏家蒂埃里·艾斯卡希将在音

乐厅舞台上，再现上世纪初默片放映时乐手即兴演奏

的场景现场，为中国默片经典《神女》即兴配乐。 身为

作曲家和即兴演奏家的艾斯卡希表示，他希望以这种

复古又时尚的呈现方式，将观众带回默片时代的独特

感受，用钢琴声“映衬”中国电影史上最优秀女演员之

一阮玲玉的精湛演技。

为默片即兴配乐具有不可替代性

电影诞生之后，由于声音技术的局限，早期影片是

有影像而无对白和声效的默片。 1895年12月28日，卢

米埃尔兄弟的电影于巴黎首映时，有了第一位现场钢

琴配乐者。 此后，播放默片几乎离不开现场音乐，且多

为单个乐手即兴创作与演奏。 上世纪初的不少电影人

认为音乐对默片不可或缺，无论是营造气氛或培养观

众，都具有不容小觑的效果。
从1910年代开始，不少西方大城市出现了整队编

制的管弦乐团。 在指挥执棒下，由多位管弦乐乐手演

绎的配乐，更能体现默片的戏剧性，并有效刺激观众的

情绪。1915年，格里菲斯执导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

上映时，几乎所有乐曲都由J.C.比尔谱写。自此，映前专

门为默片创作音乐而非即兴配乐才变得愈发普遍。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为默片即兴配乐，每场放映

中的音乐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不可替代性。 即将为

沪上乐迷献演的蒂埃里·艾斯卡希，本身就是一位作曲

家兼即兴演奏家。 由于热爱电影，蒂埃里近年来常用

管风琴和钢琴为默片即兴伴奏，包括上映于1925年的

无声电影《歌剧魅影》等。 而下月初，这位法国音乐家

将首次用即兴配乐展现他对中国默片的理解。

让老电影以时髦姿态回归

近年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电影配乐音乐会

已成为不少观众的时髦之选。 但为默片现场配乐的演

出形式，在国内却相当罕见。 上海音乐厅这些年来进

行了一些尝试，如去年曾邀英国启蒙时代管弦乐团为

默片《玫瑰骑士》演奏音乐。 音乐厅工作人员表示，如

今不少演出中电影与音乐并重是时代所趋，希望这些

以既复古又时髦的姿态归来的默片和配乐，能赢得更

多新观众的心。
1934年，女演员阮玲玉和吴永刚导演合作了默片

《神女》， 在这部反映旧社会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影片

中，阮玲玉用眼神、面部表情的变化、肢体语言展现了

她的巅峰演技。 而音乐的起伏更是将作品中人物内心

的紧张害怕、校园生活的欢乐童趣、生活压力下的无奈

与忧郁刻画得漓淋尽致，推动整个作品的戏剧发展。届
时，在现场音乐的烘托下，观众将进一步感受到电影散

发出的强烈感染力。
眼下， 有不少老电影封存在资料馆和博物馆的库

房里，遭受着“再度被遗忘”的命运。 然而，这些电影中

不少演员的表演，堪称永不过时的银幕风景，至今能焕

发出打动人心的力量。如何让它们找到新的观众，是一

个和电影修复、保存同样重要的命题。以现场配乐放映

的方式固然有些“奢侈”，却也不失为一种值得市场探

索的方式。
1934 年， 阮玲玉和吴永刚导演合作了 《神女》， 在这部无声电影中， 阮玲

玉展现了她的巅峰演技。 图为 《神女》 剧照。

蒂埃里·艾斯卡希。 （资料图片）

上海是我国工业文明的摇篮， 曾在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城市改
造、 工业转型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过程中， 留下大量凝结工业历史 、
见证社会变迁的空间遗存。 它们如同城市日记， 有着独特的保存价值。
然而， 这太多的记忆又该如何安放？

“上海 2035” 城市规划显示， 展望 2035 年， 上海将基本建成卓越
的全球城市， 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 人文之城、 生态之城， 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在专家学者眼中， 老旧的工业
空间作为与城市更新密切联系的一类新型文化遗产， 正在成为城市活
力之源。 其中， 成为美术馆或者博物馆， 在更长的岁月中延伸生命 、
绽放华彩， 是很多工业遗存留住旧时痕迹的经典归宿———伦敦泰特现
代美术馆、 巴黎奥赛博物馆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不少美术馆 、 博物馆 ，
前身都是原始功能凋零的城市空间。 借由设计师的奇思妙想， 活化的
不仅是一座建筑， 更是一片城市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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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这些工业遗存
都已成城市活力之源

保护大量工业遗产需要的智慧不亚
于人类创造它们时的所需。 对此，许多国
家有过大量探索，并总结出了一些成熟有
效的操作模式。

“整体保护”模式

所谓 “整体保护” 模式， 是指既保
存工业遗产中的建筑物、 工业设施等物
质实体， 又保存工业遗产积淀下来的文
化和传统等精神内涵。 一般是在保持工
业遗产原址原貌的前提下， 进行适当的
修缮， 重新规划空间序列的组织、 设置
参观流线， 同时利用一些重要建筑、 场
地和设施等塑造具有代表性的空间节点，
向人们展示工业遗产的原始风貌和艺术
文化价值。

德国措伦煤矿露天煤炭博物馆：基本
保留了原厂区的所有建筑、 环境和景观，
将旧厂房翻修一新， 用于展示工业流程。
废弃的火车和铁轨经改造，成为园区的游
览工具。措伦煤矿露天煤炭博物馆十分注
重观众的观赏体验，通过还原真实的氛围
制造“穿越感”。厂房内保留了许多大型机
械和设备，穿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参观
者可以以矿工的身份参与煤矿工作，感受
工人们的艰辛劳动和拼搏精神。

雅典工业燃气博物馆： 由建于1857
年的雅典工业燃气厂整修而来， 于2004
年竣工。 大部分建筑得以保留，绝大部分
机械设备都完好无损，从工厂搜集的各种
物品以及工业燃气设备构成了工业博物
馆的丰富馆藏。 沿着博物馆特定的小路，
游客将有机会参观游览工厂设施和工业
燃气的生产线，了解工业文化遗产、工业
考古、创业、工厂工作条件、能源的新旧形
式等方方面面。

“保护与再生”模式

“保护与再生”模式是将工业遗产的
建筑实体保存下来，通过功能置换和空间
重组，改造成其他主题的博物馆。 这种改
造模式通常与城市结构调整与历史区域
复兴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这一改造模式
赋予工业遗产全新的功能和主题，所要求
的建筑形象及空间规模会与原有遗产有
所差异。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泰特现代美术
馆于2000年建成开放， 由瑞士著名建筑
师赫尔佐格和德莫隆设计，它由一座建于
1947年的旧发电厂改建而成。 改造方案
尊重了原有的城市肌理和特色文脉，巧妙
地利用了工业建筑的形象特征和空间组
织来塑造新美术馆的独特气质。

德国纽伦堡文献中心：改造自德国纽
伦堡的一处旧钢厂遗迹。 奥地利建筑师甘
特·多米尼格在处理原有工业遗迹和新功
能空间的关系时大胆进行了具有“解构”意
味的尝试。 新建部分无论在材质和形态上
都与原有建筑形成鲜明对比，多功能厅被
金属表皮包裹，形态简练，它上面悬浮着
一条狭长的玻璃和钢的构筑物，倾斜着插
入老厂房原本规整平稳的空间体系，用以
提示新与旧的反差。

德国北极星公园：北极星公园位于德
国盖尔森基兴市，是游憩公园模式的工业
遗产旅游地。公园建立在一个煤矿废弃地
上，其最大特点体现在生态保护与恢复方
面。 整个矿区进行了大量的生态恢复，原
来的煤渣山经绿化改变了面貌。排污河经
过治理后成为一条旅游和休闲河，滨水区
的改造设计使这个游憩空间独具特色，视
野开阔，可以举办各种大型户外活动。

相关链接

正是工业遗产改造实践中一个个活色生香的范例， 让人们心中难舍的记忆不曾远去， 为你我的生活提供一种整体

性的精神力量与共同记忆。 图为八万吨筒仓外景。 （资料图片）
龙美术馆西岸馆内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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