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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心城区静安， 有这样一座有意

思的公园 ， 源源不断 “输出 ” 美学气

息， 更释放出一座城市由文化艺术而垫

实的高雅气质。 她的名字， 静安雕塑公

园。

今年， 随着 “2018 中国·上海静安

国际雕塑展” 启幕， 两年一届的国际雕

塑展在这个公园已走过十年。

当下， 上海正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和核心竞争力 ， 加快建设 “五个中

心” 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 走向全国、 迈向全球。

这场在公共空间内延续了十年的艺

术探索， 正是一座城市在探寻新的社会

治理模式、 新的文化艺术发展路径上的

缩影。

“中国·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 由

上海市城市雕塑委员会办公室、 静安区

人民政府主办。 展览定位于具有国际水

准、中国高端的“公共艺术”展览，不仅注

重将国际顶尖作品引进来， 更搭建了一

个很好的平台， 让国内的艺术家和国际

艺术家的作品同台互动。

2010 年 ，首届雕塑展亮相 ，迎来无

数公众目光与好评。

同年， 静安国际雕塑展和静安雕塑

公园入选全国城雕委 “全国优秀雕塑项

目年度大奖， 并有 21 组 31 件国际大师

级雕塑作品被永久保留在公园内。

2012 年 ，展览期间还举办了 “公共

艺术与城市发展” 为主题的国际公共艺

术论坛， 建立了静安区青少年公共艺术

教育基地。 当年参观游客达 43 万余人。

2014 年，来自 11 个国家的 15 位艺

术家携 59 件作品在这里竞争“C 位”，观

展游客首次超出 100 万。

2016、2018 年， 雕塑展走出公园向

社区、 园区延伸， “朋友圈” 还在不断

扩大提升 ， 参展数量和质量再度 “跃

级”。 “威尼斯双年展” 所创作的作品

也现身登场， 高科技新媒体的展陈手段

不断丰实。

十年来， 公众对于雕塑展的反映也

有了明显 “进阶”———从最初的看热闹、

合影拍照，到慢慢地看出门道、 学会鉴

赏评价， 再到主动接受美学以熏染自身

素养……外界评价： 这样的公共文化艺

术空间也润物无声般地让市民变得更文

明、 更知理、 更有素养。

而与雕塑展同步举办的相关论坛，

也成果颇丰———从探讨公共文化艺术在

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到探究公共

文化如何顺应并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向

往、 在新时代提升生活品质。

“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 人与人的

和谐、 现实与梦想的和谐”， 这是雕塑

展的初心。

特别近两届， 雕塑展在不断提升自

身 “艺术海拔” 的同时， 也开始向外部

拓展艺术辐射， 一些雕塑作品和活动走

出雕塑公园本身， 浸入到更多的社区、

街头、 商圈， 体现了一座城市由文化带

来的温度。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 文化是城市的

灵魂。

美好生活更多地体现在人们对文

化、 精神领域的更高追求上。 在上海这

个不乏颜值的 “容器” 里， 公共空间里

的高水准艺术雕塑展带给大家的是最生

动、 最丰富、 也最走心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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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十年的文化觉醒
  策展人

对于走过 10 年的静安国际雕塑展， 策展机构负

责人毛文采攒了一肚子的故事：艺术终究是“养”出来

的，没有坚持就没有成果。

十年前，她与一位著名艺术家探讨如何做好雕塑

展时，对方说：“雕塑展，我看得太多了。 不要说第一

届、第二届怎样，至少先满五届再来说。只有坚持到那

个份上，才算是真正的雕塑展。 ”

如今，走过十年，毛文采终于有了十足的底气来

回顾这场关于文化的觉醒。

主题的觉醒：什么是“国际化”

在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坚持 10 年办展绝非易

事。

从经济角度，南京西路的“梅泰恒金三角”，诞生

了全中国最早的“亿元楼”；从人文角度，静安有很多

名人故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从受众看，这里白发、白

领人群各占一头，各有所需。

就是在这样一块拥有深厚文化底蕴又志在打造

“国际静安”的土地上，要做一场国际化的雕塑展，她

坦言“压力很大。 ”

2010 年， 第一届静安国际雕塑展举办之时恰逢

上海世博会期间。借着世博会的契机和“国际静安”这

一城区定位的机遇，雕塑展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国际

化”的主基调。

而背后，策展人花了整整三年兜遍全世界搜罗雕

塑精品，精心筹备。 哪里有合适的作品，不管是美术

馆、画廊，还是艺术家工作室，他们就一定会跑去看。

第一届雕塑展的成功， 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为之后几届雕塑展明确了整体调性。

挑战也随之出现。 大众的眼界和期待会越来越

高，希望每一届都有所突破和超越。 但能遇上好的艺

术家、好的作品，这不是主观能掌控的，需要机缘。 去

年，毛文采特地去了威尼斯双年展，在奥地利国家馆

看到《静眺地中海》这个作品之后，当即就决定无论如

何都要想办法让这件作品来参加今年展览。

同时，对于雕塑展“国际化”的理解，策展人也有

所执着： 不是但凡大师级的艺术作品都能 “生搬硬

套”地放在这里 ，要考虑到作品之间的关系 、作品和

环境的关系，“讲求整体品质才是最能凸显国际化的

地方。 ”

策展人的觉醒：反复研磨核心“词根”

五届雕塑展，每届都有一个特定主题，但不管主

题怎么换，“城市”始终是最为核心的词根。

这在十年前的文化语境里，雕塑、公共艺术和城

市，这些概念之间并没有建立太强的关联性。可以说，

国际雕塑展在探究公共艺术与城市功能、智慧治理方

面较早迈出了创新的步伐。

经过反复研磨，第一届雕塑展的主题定为“城市

幻想”， 继而决定要用五届的展览来探讨城市这个议

题，探讨城市、公共艺术与人的关系，更希望借由这种

探讨，不停地推进“城市”主题的内涵。此后的“城市之

光”， 用到了很多夜间灯光来烘托作品；“城市家园”，

旨在讨论新老都市人的归属感和交融； 再后来就是

“城市创变”，追寻上海日新月异发展速度背后的核心

动力；到了这一届，主题成为“城市无界”，放眼未来的

跨界和无可限量。

可以说，追求时代议题的视觉呈现，这是雕塑展

一脉相承的真正内核。

公众的觉醒：让艺术发挥启发和引领作用

十年间，举办雕塑展的实践也让主办方和策展人

越来越明白：从城市艺术与公众、与城市发展的互动

和映照关系来看，有一条优先原则———让艺术更具有

启发和引领的作用，而不是屈从于传统观念的“有什

么看什么”。

因此，在考量入选作品时，策展人更看重的是作

品的公共性，而非雕塑性。 即希望作品本身具有很强

的开放性，让它在空间上和穿梭在公园里的人取得尽

可能多的互动与关联。

策展人说，静安雕塑公园，是城市里最典型的公

共空间。在这里，人群是可以自由走动的，可以聊天攀

谈，享受花草树木带来的惬意。作品在这里，公众可以

对它们发表意见，或是欣赏，或是批评，大家都可以以

自己的方式和它产生不同的互动关系。

一件好的艺术作品，一定是开放的、多元的，能引

人遐想、给人启发的。

回看当下，那些永久保留在公园里的作品，即便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 ，不管是形态 、美学 、还是文化内

涵，非但没有显得落伍，依然很前卫。

每个人都能在这儿制造“独家回忆”

  市民

地铁坐到南京西路，沿着热闹的商业步行街一路

走向静安雕塑公园。 沿路邂逅飘散一地的落叶，它们

像蝴蝶一般在空中翻飞旋转，好不惬意。泛着棕的绿，

金子般的黄，火星般的红……这三种色彩好似这一路

上的行人，有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有的是刚来魔

都的新人，还有的就是往来匆匆的游人。

不得不说， 只是一条街就把上海表现得淋漓尽

致。 这里包容一切，也创造一切。

无数次走这条路，就是为了穿过它，走向静安雕

塑公园。每到周末，很多人都会来这儿散散步，踩着干

枯的落叶，发出簌簌的响声……

据我所知，静安雕塑公园是上海市中心唯一一个

以雕塑为主题的公园，这片开放式的区域，早就成为

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我这个新上海人看来，这似

乎承载起了一个小小的世界。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公园

的时候，被散落在园内各处的雕塑吸引之余，最让我

心头一热的，是园内的人群，孩子们在这里嬉戏，老人

们在这里悠闲漫步，还有不少年轻人带着专业的眼光

在这儿细细品读雕塑。

即便只是路过，没有提前做任何功课，园内的雕

塑也会令你驻足，但是你的好奇心会逐渐起舞，嘴角

不经意上扬， 这儿就是这么充满着魅力的一方空间。

人性化的空间布局，结合艺术雕塑作品规划，布置着

园内的空间， 通过各种景观步道将各场地串联起来，

园内还建有上海自然博物馆及地铁站，称这里为“世

界”一点儿也不为过了。

那次来， 我第一眼就被自博馆对面草坪上一只

诺大的 “狐狸” 吸引了， 原来这是英国艺术家艾里

克斯·林斯勒 （Alex Rinsler） 的作品。 2014 年，狐狸

从伦敦“搬家”到了静安雕塑公园。它静静地趴在 4 只

集装箱上，作品的深意是想要提醒着人们：在城市中

我们需要谋求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共处。

只是没想到 ，当天也刚好是大狐狸 “回家 ”的日

子，那会儿还是烈日当头的八月，人群中一位小男孩

一脸不舍地转头望着妈妈说，“它还会回来吗？我最喜

欢他了。 ”一刹那，我的确为这天真的眼神所动容。 原

来，这里的雕塑作品早已住进了人们心里，与周围人

产生了你所想象不到的情感关联,它们自然而然地融

入到人们的日常，不期而遇，制造回忆。

每次在公园休息的时候， 总是能遇见很多家庭。

有一次， 瞧见一对外国父子在一处人少的地儿玩棒

球，这让我想起许久前看过的一部片子，大意是：在父

亲的帮助下，受挫跌入谷底的儿子再次走向了棒球赛

场。故事情节投映入了眼前的场景，让人感慨万千。无

数件在公园内安放过的雕塑展品， 也同样见证了亲

情、陪伴、爱意，比任何交响乐都要绵长。

这一方天地，承载着多少人的回忆，又见证了多少

暖意。 上个月，每年雕塑展的摄影比赛开幕，许多摄影爱

好者抱着自己的相机，在此聚集。 他们中大多都已是中老

年，但他们脸上的神采却一点儿也不输给任何年轻人，每

个人喜气洋洋、神采奕奕，像极了是自己家里办喜事。 他

们把自己活得这么漂亮，依旧对生活充满了爱意。

或许，来到公园的市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雕塑公

园中作品的含义，但是所有的艺术形态都是为了创造

更好的人文环境，作品的本身，他们在公园的出现，其

实就是艺术家为每个人量身定制的“第二次创作”，来

到公园的每一位都可以与雕塑作品产生唯一的、不可

复制的共鸣及联系。

还有太多在公园发生的故事没有讲完，还有许多

远处的背影没有描写。本来以为这一路的秋叶被路人

踩过之后，便碎了，但细心察看，这里的落叶竟一片都

没有碎裂。 恐怕是这里的情感太浓厚，叶子都不忍心

碎开了吧。

让文化浸润城市肌理
  政府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历史、 丰富的未来空

间，以及无限的发展潜力。

上海，这片丰厚的土地用十年时间孕育出了一个

具有国际水准 、 可以代表上海文化的公共艺术活

动———“中国·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JISP）”。

让文化浸润城市肌理，把“诗和远方”送到百姓跟

前，这是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使命所在。

静安区历史文化底蕴丰富，与国际化的链接非常

紧密，这是静安文化建设的优势，也是静安文化建设

的重任。

近年来，静安区积极探索开展公共文化浸入生活

的新方式，研磨出一系列民众喜爱的文化建设和文化

活动。 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就是其中之一。 上海静安

国际雕塑展由上海市城市雕塑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

静安区人民政府发起，扎根于上海城市历史文化的核

心区域。 活动充分响应了静安“高起点、开放型、国际

化”的发展思路，围绕“建设国际静安，打造文化城区”

的总体部署，坚持“发展为先、民生为本、平安为重、创

新为要、文化为魂”的目标要求，以文化助力经济、以

文化润泽民生、以文化彰显文明，积极培育静安精神，

不断增强城区发展软实力。

2018年，新一届雕塑展以“城市无界”为主题，对城市

主题的规划线索进行总结和思考，这也意味着“上海静安

国际雕塑展”不再只是一场公共艺术的盛宴，更是对于城

市公共文化发展、柔性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探索。

自 2010 年起，“静安国际雕塑展” 以双年展的形

式呈现，至今已是第五届。每一届的展览水平、知名度

和公众参与度都在不断提高。 十年来，“JISP”品牌不

仅在国内知名，更享誉世界。 作为具有国际水准的高

端“公共艺术”展览，很多国际顶尖作品纷至沓来，中

国公共艺术家和作品也有了国际化的大平台可以比

拼、交流。从这个角度说，展览也为静安乃至上海在文

化创意产业的高地上开拓新局面、建设新地标起到了

表率作用。

本届展览作为雕塑展城市系列的收官之作，不仅

是一场可以用心观赏的公共艺术，更是一场需要带着

思考和感知的灵魂体验。为了给大众提供更多的读懂

公共艺术，感知公共艺术的可能，展期的不同时段，举

办了多种大型互动性很强的艺术活动。 充分诠释了：

艺术应该与大众的生活共存。

十年深耕，不忘初心。 城市公共艺术的形成和发

展，与政府作用的发挥密不可分。 公共艺术存在于公

共空间之中，如何借助公共艺术更好地施行柔性而高

效的社会治理，又反过来助推公共艺术更上层级……

这些问题有待政府部门、艺术家、公众反复咀嚼。公共

艺术、公共文化传播于民、落实于民、惠及于民，让民

众实现更多的“幸福感”。雕塑展打开了一扇可以眺望

远方的窗。

自左至右：

2016 作品： 生长的声音
2010 留园作品： 巨型风向车
2010 作品： 我们

自左至右：

2014 作品： 城市狐狸
2018 作品： 眺望地中海
2012 作品： 星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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