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艺空间

2020 中国·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室内展

“花·艺空间” 由黄彩娣劳模创新工作室和梁

胜芳大师工作室联合王志东、 宋涛、 朱道义、

张桂吉、 柴晓坡等全国知名花艺大师策划创

作 ， 创新地运用花艺和雕塑相结合的手法 ，

将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 ， 一刚一柔交互碰撞

出绚丽的火花， 呈现给人们不同的艺术样式、

艺术空间和艺术美感的欣赏。

花艺即花卉艺术， 指通过一定技术手法，

将花材排列组合或者搭配使其变得更加的赏

心悦目， 表现一种意境或宏观场面 ， 体现自

然与人以及环境的完美结合 ， 形成花的独特

语言， 让观赏者解读与感悟 。 花卉艺术是人

们表现自然的生命 、 展示自然的魅力以及人

的内心世界对自然 、 人生 、 艺术和社会生活

体悟的媒介。

而雕塑 ， 指为美化环境或用于纪念意义

而雕刻塑造、 具有一定寓意 、 象征或象形的

观赏物和纪念物。 雕塑也是造型艺术的一种，

用各种可塑、 可雕 、 可刻的硬质材料 ， 创造

出具有一定空间的可视 、 可触的艺术形象 ，

借以反映社会生活， 表达艺术家的审美情感、

审美理想的艺术。

此次展出的雕塑是三?世界级艺术大师的

作品，分别为彼得·约瑟夫·沃德克的“永恒的时

光”、安托万·蓬塞的“云”和“黎明的翅膀 ”、阿

曼·皮埃尔·费尔南德兹的七件音乐系列作品，

在静安雕塑公园内都有收藏他们的作品。

而展览首次运用两者交集的方式创造性

地展现出花艺和雕塑的个性和共性 ， 以大胆

的艺术手法 ， 创造性地运用各种自然材料 ，

融汇东西插花艺术手法 ， 创作出 《魔方 》

《源》 《巢》 等 12 件大型花艺与雕塑 、 花艺

与装置艺术结合的作品 ， 展现给大众全新的

视觉和心灵的体验。

学生艺术体验活动

邀约艺术家带领学生代表一同参观雕塑

公园 ， 介绍园内各个雕塑作品 ， 通过引导 ，

让孩子们体验和领略艺术的魅力。

青少年主题绘画征集活动

面向青少年的主题绘画征集活动 ， 旨在

让广大青少年能够更好的了解雕塑艺术 ， 促

进美育水平提升 。 本次活动以 “我的空间 ，

我的生活” 为主题 ， 通过线下海选 、 线上票

选、 专家评审等环节， 分组评选出优秀作品，

进行集中展示。 获奖的选手们与国际雕塑展

艺术家进行互动 ， 共同创作 。 通过广大青少

年的广泛参与， 通过艺术相互交流 ， 共同分

享美的感悟。

雕塑展摄影大赛

为了给大众提供更?读懂公共艺术 、 感

知公共艺术的途径 ， 雕塑公园作为公共艺术

的传播平台， 在展期举办了 “摄影大赛”， 通

过互动形式让民众近距离了解 “公共艺术的

本真”。 本次大赛采取线上展厅为主+实景展

示相结合的形式 。 创作征集活动主要通过线

上展厅形式展出 ， 征集启动后根据作品投稿

情况组织专家进行遴选 ， 通过上海市摄影家

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组织线上展示。

征稿截止后组织专家评审 ， 评选出的

优秀作品结合实地实景 ， 以相互融合的

形式展呈 ， 同时也将在 《上海摄影 》 杂

志刊登 。

行动雕塑/?述艺术

行动雕塑是一种通过真人涂绘 、 配以肢

体语言达到雕塑的逼真效果 ， 向人们展示其

艺术内涵的艺术形式 。 它借鉴了纯雕塑艺术

风格， 但又不同于纯雕塑 ， 取之于生活 ， 展

示于真实， 每个人物造型及群体组合都代表

着一种文化， 灵活生动地展示出不同的社会

风貌。 展览期间 ， 演员扮演成不同时期的雕

塑作品， 向观众娓娓道来各自的故事。

草地音乐节

雕塑展期间 ， 还邀请到了上海交响乐团

著名音乐家， 在雕塑公园大草坪举办了 “草

地音乐节”。 悠悠响起的弦乐四重奏吸引了众

?游客驻足， 感受音乐与雕塑艺术融合的独

特魅力。 当悠扬的音乐从草坪中央传出 ， 刚

刚还彼此交头接耳的游客 ， 嬉闹的孩子都纷

纷安静下来， 仔细聆听艺术的声音 。 晴空之

下的静安雕塑公园草地 ， 被雕塑围绕 ， 伴随

着悠扬的音乐显得如此美好。 从雕塑到音乐，

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 ， 人们接受了一次润物

细无声的艺术熏陶。

艺术疗愈分享活动

该活动聚焦 “健康之美与艺术之美”， 通

过与艺术家共同创作互动 ， 让来自抗疫一线

的医护工作者们在了解艺术的同时 ， 减轻疫

情带来的工作压力 ， 放松长期紧张的情绪 ，

享受艺术为生活带来的愉悦 ， 从而调整好心

情， 更好地投入到常态化的工作和生活中。

中心城区静安， 上海国际化程

度最高的城区之一。 国际商贸商务

汇聚， “月亿楼” “亿元楼” 鳞次

栉比， 城市公共空间内的一片 “艺

术高地 ” 也同样拔地而起———自

2010 年起， 静安国际雕塑展以双年

展的形式登陆静安雕塑公园， 先后

举办了六届， 在十二年里先后展示

了一大批国内外优秀公共空间雕

塑， 也留下了一批人气作品装点绿

地、 装饰生活。

走过十二年 ， “JISP” 已成为

中国和上海知名的公共艺术文化品

牌。 将国际顶尖作品引入中国的同

时， 也搭建了一个平台， 使得中国

公共艺术家和作品与国际同行同台

竞技交流， 更充分展现国际静安的

艺术魅力和人文内涵。

某种程度上 ， 中国·上海静安

国际雕塑展俨然是国际化的高端公

共艺术盛会 。 从十二年来雕塑展

的主题 ， 也可以从中窥见一座城

市 关 于 公 共 艺 术 思 维 的 不 断 进

阶———从 “城市幻想 ” “城市之

光 ” “城市家园 ” “城市创变 ”

“城 市 无 界 ” 到 “空 间 重 塑 ” ，

历 届 展 览 在 演 绎 世 界 公 共 艺 术

风 采 的 同 时 ， 也 实 现 了 自 身 不

断迭代 。

譬如 ， 与雕塑展同步举行城

市公共艺术论坛 ， 从学理界思考

如何引领上海公共空间艺术迈向国

际化、 高端化。 今年雕塑展更是走

出雕塑公园， 先后向吴江路步行街

广场、 上海恒隆广场、 丰盛里等商

业区延伸， 与市民展开形式?样的

互动活动， 让专业人士与普通市民

从不同角度充分触摸感知空间艺术

之美， 为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和市民

艺术修养、 增进大众生活情趣等方

面， 作出贡献。

特别是今年 ， 为落实 “以人

民 为 中 心 ” 的 发 展 思 想 ， 贯 彻

“创新 、 协调 、 绿色 、 开放 、 共

享 ” 的新发展理念 ， 呼应城市精

细化管理 、 城市更新以及高品质

公共空间营造等 ， 本届雕塑展围

绕 “空间重塑 ”， 以人们对更高质

量发展 、 更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为

出发点 ， 将生态 、 艺术元素整合

植入商业 、 休憩 、 教育等空间 ，

营造精致 、 宜人 、 富于想象力的

城市环境 。 雕塑展走出静安雕塑

公园 ， 走向街区 。 展区延伸至吴

江路步行街广场 、 恒隆广场 、 丰

盛里等热闹商业区 ， 让公共艺术

更广泛地融入生活 。 在上外静安

外国语小学设立的展区 ， 着眼于

推动 “美育 ” 的深入渗透 ， 让幼

小的心灵浸润在艺术的土壤中 。

其次 ， 拓宽思路 ， 将花艺和雕塑

艺术结合 ， 在雕塑公园艺术中心

举办 “花·艺空间 ” 室内展 ， 给予

市民丰富?彩的视觉体验。

如 今 ， 六 届 雕 塑 展 完 美 落

幕 ， 为 广 大 市 民 留 下 许 ? 美 好

回忆 ， 也为静安乃至上海的公共

艺术发展 、 品质生活打造 、 人文

内涵积淀奠定了扎实基础和宝贵

财富 。

模式创新
让美好熏染生活
雕塑展， 作为一项公众艺术， 其实非常注重互动体验。

因此， 基于此前的一系列互动体验， 今年的雕塑展在演绎、

展陈、 互动的模式上有多项创新， 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 增加
了以 “公众活动” 为主要形态的展期活动， 供更多民众参与。 走
近市民， 浸润生活， 让每一个游客真切地触摸、 感知公共艺术的
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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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雕塑， 在城市中的角色是什么？

在上海， 这个答案的丰富度超出想象。

雕塑， 不仅与城市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展现着城市

空间的格局、 面貌、 气度； 也成为一种公众美学素养的

媒介， 播撒着城市的文化品格与人文温度； 更涵纳着人

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新向往， 将生态、 艺术、 教育、 休憩

等元素充分融合， 进一步勾连起都市中人们的日常， 加

码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关于探寻这个答案的实践， 上海用了整整十二年。

砥砺十二年

以公共空间雕塑滋养城市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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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公园想逛一百遍！ ”

对于一个公共展览而言，是否办

得有意义有价值 ， 关键在于观展人

数。 以本届雕塑展为例，截至目前共

计超过 45 万人次前来静安雕塑公园

主展区打卡观展。 线上观展小程序浏

览量约 12 万人次， 其中仅针对热门

榜单点赞活动参与已达 35000 人次。

据介绍 ，本届雕塑展以 “空间重

塑”为主题，展览展品为 33 组、55 件，

共 29 ?艺术家参展 ， 来自 10 个国

家。 其中国外艺术家 13 ?，国内艺术

家 16 ?。

当今英国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

英国大地艺术代表人物，唯一一个获

得过 4 次特纳奖提名的艺术家———

理查德·朗此次以作品 《四向 》参展 。

还有 30 ?年来潜心于艺术与生物

学 、装置与雕塑 、媒体与行为探索之

中的艺术家梁绍基 ， 此次参展作品

《月亮湾》以排油烟管为形进行创作，

暗喻净化空气的无机工业材料转化

为有机生命体，融于大自然。 胡安·盖

瑞扎博的作品 《永恒之门 》用简洁的

线条勾勒出现实与彼岸、未来与当下

之间的张力 ，演绎着艺术家对于 “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

事实上，这个展览吸引的不只是

市民，在业界也因为专业和品质而同

样保持着高热度。

论坛自 2012 年至今已举办五

届，着眼于上海这座魅力城市与公共

艺术的 “灵魂对话 ”而渐渐铺陈———

首届公共艺术论坛主题为“公共艺术

与城市发展”， 第二届论坛侧重于梳

理公共艺术的概念，考察分析公共艺

术参与城市发展的案例。 第三届论坛

在“城市创变”的语境下，发起对于公

共艺术与城市人文 、时间 、空间的思

考。 围绕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计划和

供给、公共文化管理和运行的新机制

等主题进行深入探究和思考。 第四届

论坛以 “城市无界 ”为主题 ，就 “雕塑

展的未来 ”和 “公共艺术如何提升城

市品质 ”等方向 ，作新一轮对城市公

共艺术未来之路的探讨。

今年的第五届论坛以“论城市发

展进程中的空间重塑”为主题，就“上

海精细化管理下的城市空间重塑”等

方向，展开对城市公共艺术未来之路

的探讨。 参展艺术家梁绍基以《城市

与自然语境下的空间重塑》为题目探

讨城市与自然语境的相融；华东建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静瑜发

表主题报告《创新运营存量时代下城

市更新模式的思考与实践》等等。

大家聚焦上海精细化治理下城市

空间重塑， 积极探讨以空间重塑再造

文化自信， 以公共艺术解决社会问题

等具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的思考。

静安国际雕塑展走过十二年， 涵纳美好生活新向往加码市民获得感

玄凤摄

张新海摄

丁舟民摄

曹建民摄

陈鸿钧摄

张义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