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2年3月8日 星期二 9文化 责任编辑/杨 燕

■本报记者 范 昕

■本报记者 姜 方

■本报记者 黄启哲

短短大半年来，随着尤伦斯当代

艺术中心上海馆、华萃当代美术馆相

继“上新”，苏州河沿岸正在形成申城

日渐明朗的又一条“艺术走廊”，继徐

汇滨江、外滩等艺术聚集区之后再次

激活黄浦江沿岸的艺术能量。

与此同时，艺术也在以更加生活

化的方式渗入苏州河沿岸：去年年底

开业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天安千树，整

个商场宛如一座当代艺术馆；“M50

弄堂计划”正在老牌艺术园区M50

推进，向公众呈现上海纺织工业文

明带来的“本土文化新感观”美学

体验。

时下，城市更新被认为步入“美

学时代”。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岸

线实现基本贯通之后，正在以美学提

亮带动品质升级。“九曲十八弯的苏

州河，每一弯、每一段都各具风情、

特色，承载着沿岸地域、社区独特的

文化，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灵感。”国

际公共艺术协会研究员、上海市创意

设计工作者协会理事刘毅告诉记者。

他相信未来苏州河的每一段、每一座

桥、每一座码头等都将成为公共艺术

创作的绝佳用武之地，甚至连参观者

本身都将一同成为风景线，由此让大

众感到生活与人文艺术的无缝链接。

这不仅将聚合区域的幸福浓度，也将

为沿河文旅腾飞插上双翼——具有历

史底蕴、人文情感的精致水岸正呼之

欲出。

美术馆博物馆连点
成线，辉映出沿岸的人文
底色

苏州河畔的艺术基因由来已久。

申城最早媲美北京798艺术园区的所

在，便是苏州河畔的 M50艺术园

区，至今云集着上百家画廊、设计公

司、艺术机构，艺术氛围很是浓烈。

如今，算上即将于威宁路地铁站附近

揭面的王小慧艺术馆，苏州河沿岸汇聚

的美术馆也多达七家，各美其美。华侨

城当代艺术中心上海馆和尤伦斯当代艺

术中心上海馆均毗邻西藏路桥北岸，可

谓国内当代艺术领域的标杆，常年以国

际国内重要当代艺术家的展览激发着大

众的想象力。往西不足一公里，坐落着

由私家粮仓变身而来的八号桥艺术空

间 · 1908粮仓，复古别致的空间，“夏

目友人帐”中国首展等年轻态展览，

都让它成为当之无愧的潮流网红打卡

地。华萃当代美术馆和苏俄造型艺术

馆均位于苏州河长宁段，前者开馆半

年，未来将长期携手上海中外文化艺

术交流协会，探索中外文化艺术的灵

感碰撞，后者有着15年历史，以苏俄

现实主义造型艺术为收藏展示特色。

普陀长风苏州河畔的苏宁艺术馆，在

法式建筑外壳之下，有着一颗纯正的

“中国心”，其中国古代艺术收藏蔚为

壮观。

此外，苏州河畔的博物馆资源相当

丰富。华东师范大学中外博物馆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庄瑜调查发现，这

一带的博物馆多达十几家。它们大多因

地制宜、小众细分，除了大众较为熟悉

的上海邮政总局大楼里的上海邮政博物

馆、浦江饭店里的中国证券博物馆，还

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特色博物馆，在河

畔留下鲜活的人文注脚。例如，长风

商标海报收藏馆是中国唯一的商标火

花专题博物馆，接续的是苏州河畔悄

然远去的上海火柴厂的文脉；上海造

币博物馆以“造币工艺”为主题而独树

一帜，其所在建筑前身为上海造币厂；

正在修缮升级的苏州河工业文明展示

馆，坐落于上海眼镜厂旧址，揭示苏州

河和工业文明历程如何汇入上海国际大

都市的永恒记忆；上海纺织博物馆，

前身是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梦清园

展示馆讲述苏州河沿岸水环境治理的

故事。

“苏州河沿岸有着多样化的人文底

色，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工业文明、现

代艺术……它们交相辉映，带动着沿岸的

艺术气息，形成可喜的文化浸润氛围。”

庄瑜告诉记者。

艺术渗入生活化场景，
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

苏州河沿岸的艺术气息，也正在渗入

更为生活化的商场、街区等场景，让人们

触手可及。

在河畔新晋网红打卡地——天安千

树，与悬浮森林般奇幻颜值同样值

得关注的，是商场主打的艺术风。

开幕之际，总价超过一亿元的艺术

家作品空降于此。全球热门的潮流

艺术家丹尼尔 · 阿尔轩带来14件博

物馆级别雕塑大作，组成开放式个

展“当代复兴”,开启一段穿越时空

的考古之旅。Kaws、李承九、黄玉

龙、陈文令等多位艺术家的艺术装

置组团散落于商场各处，随时等待

与观众邂逅。就连电梯天井都别有

洞天——商场专门邀请了三位当代

艺术家，为三部电梯分别打造了《鲲

鹏》《天井》《成长》三幅巨幅画作。

选址M50四号楼 （原纺部车间）

公共走道的“M50弄堂计划”，以公共

艺术的方式紧密连接了当地与纺织

工业相关的基因，其中不少共创形式

的内容，正在激活地域与社区居民、

游客和艺术创作工作者的互动。例

如《M50游览共创装置》就是一件观

众与作者共创的艺术品——作者在

木板上绘制出M50园区的地图，将园

区内的观赏景点与艺术工作室位置

用螺丝标记，观众可参与地图不断

“更新”。《时代M50》 则成为了俊男

靓女们的打卡镜头。只见镜面被设

计成杂志封面的效果，游客只要靠

近镜子，拿起手机自拍，便可收获

一张充满时代感的杂志封面。镜面

上贴有“劳动模范”“最佳挡车工”

等充满纺织厂元素的标语，让游客

体验一把成为纺织厂周刊封面人物

的感觉。

相比黄浦江沿岸，苏州河沿岸

最大的特色在于居民区云集，于老

百姓而言格外具有亲和力。用艺术

点亮苏州河沿岸，无论公共景观更

新、周边社区营造，还是各种各样

空间的利用，都不妨充分发挥这一

特色。刘毅发现，如今苏州河沿岸

面貌的焕新，大多仍停留在1.0版

本，仅仅是美起来，“期待2.0版本

尽快出现，更多的作品或与人们的

需求联系在一起，更加实用，或与

区域人文发生关联，更具参与感”。

苏州河沿岸正以美学提亮带动品质升级

九曲十八弯的苏州河，每一段都在创造人文艺术惊喜

失爱的苦痛，别费事躲，不妨看

淡过往，泰然重新来过。作为去年口

碑综艺《再见爱人》的姊妹篇，《春

日迟迟再出发》于近日在芒果TV上

线。由于《再见爱人》将充满噱头的

“离婚综艺”，精心烹制出小锅慢炖的

精品，因而《春日迟迟再出发》一经

播出，便吸引不少网友关注。

新节目延续前作模式，依旧采用

真人秀和观察室相结合的呈现。不过

与《再见爱人》有所区别的是，这次

观察对象从离婚夫妻，改为七个已经

离婚的素人单身男女。节目希望他们

能够“先治愈后恋爱”——于旅程中

透过彼此陪伴直面昔日婚姻中的遗

憾，至于能否在节目中展开新的恋

情，则随缘而定。

定位成熟男女的“离婚综艺”，

令节目得以在同档期聚焦青年恋爱的

真人秀中脱颖而出，实现差异化竞

争。不过，对比《再见爱人》嘉宾充

满感染力的真情流露，以及观察嘉宾

透彻分析后的金句频出，新节目无论在

情感议题深度和嘉宾表现方面，都力有

不逮。看来，要告别靠噱头与冲突博

眼球，慢火熬制出情感真人秀的深情

与意韵，创作者还有一段路要走。

郑重告别，才能以健
康成熟心态重启人生

一个号码、一叠机票、一瓶不再

用的香水、一张未寄出的明信片……

《春日迟迟再出发》节目开端，没有急

于将这些单身男女汇聚一堂，互揭伤

疤或是催生新恋情；而是参考“失恋

博物馆”的创意，请每位嘉宾提供一

份与前任、与昔日感情相关的物品，

留下一句总结话语，与过去做郑重告

别。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物品中，却

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承载着多

少眷恋与遗憾。

“两个人的电影，却有第三人看

过”，女嘉宾刘力绮的一张电影票，

道出心酸过往。作为大学老师，她的

生活原本是“现世安稳、岁月静

好”，可直到生下孩子后不久，她才

发现，丈夫和自己看的电影，他都和

第三人看过。甚至往前追溯，丈夫从

两人婚姻的一开始，就始终没有停止

过背叛。面对如此种种，她曾想过结

束婚姻。可家人朋友却一再劝说她为了

孩子维系“体面的婚姻”，因为在外人

面前，丈夫始终扮演着“好好先生”的

角色。可四年的隐忍没能换回浪子回

头，刘力绮最终选择了离婚。嘉宾对此

感同身受——都在以孩子为借口维持表

面和平，可很少有人关心当事人的真实

感受，甚至不愿意追问如此不健康的家

庭关系能否为孩子提供好的成长环境。

曾几何时，离异是普通人日常谈话

中的“禁忌”。这是因为，人们常把这

个词汇与“破碎”“失败”联系在一

起。然而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越

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段情感关系的结

束，其中或许有背叛与对抗，令人黯然

伤神，可着眼漫漫人生，结束更意味着

修正错误后的成长和重启。而这也是

《春日迟迟再出发》尝试传递的积极理

念。如今的刘力绮是一名博士在读生，

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继续学业。

面对这样的呈现，观众也十分欣喜：

“他们成长就好，没必要非要在一起。”对

比一众首集就急于“组CP”的恋爱综艺，

观众追看《春日迟迟再出发》的心态也平

和许多。与其说是强求一个镜头里的

“大团圆”，观众更期待从节目中获得关

于两性关系的思考，学会坦然面对伤痛，

获得轻装前行的勇气。

前作拉高期待，“再出
发”如何更进一步

第二期节目里，制作方安排七名男

女前往张家界泛舟山水。碧水暖阳的滋

润下，一众嘉宾的心事逐渐舒展，一位

女嘉宾带头呐喊：“你好吗？”其他嘉宾

齐声回应：“我很好！”空谷回音之中，

有人潸然泪下。成年人面对困苦习惯于

自我消化，早已丢失犯傻任性的勇气。

一句简单的“我很好”却让内心所有的

委屈难过涌上心头，令人动容。

这一场景，难免让观众联想到《再

见爱人》中的“泪点”。同样是第二期

节目中，章贺克服畏高症站上悬崖边，

对前妻郭柯宇喊出“我们都要过成自己

喜欢的样子”。然而，就是这种联想和

对比，凸显出《春日迟迟再出发》的短

板，在挖掘场景深意上，对旧爱的深

沉成全，似乎比对自我的情绪释放更

能触动人心。而这也或多或少解释了

《春日迟迟再出发》为何尚未成为综

艺“爆款”。《再见爱人》的用心制作

和超高口碑拉高了观众期待，作为姊

妹篇，《春日迟迟再出发》尽管依旧

诚意十足、制作精良，但没能贡献可

供深入探讨的情感议题和值得回味的

温情时刻。

当然，节目仅播出两期，现在下

结论还为时过早。尤其值得肯定的

是，相比于 《再见爱人》 中“不爱

了”“个性不合”这些相对体面的分

手理由，《春日迟迟再出发》没有回

避更为现实普遍的状况，比如背叛与

抛弃。而围绕这些伤痛，节目没有刻

意挖掘其中狗血与不堪的细节，去勾

起观众的猎奇心理，更没有强求嘉宾

洒脱，以旁观者的视角给出所谓情感

“解决方案”。在这道“没那么简单”

的情感真人秀命题中，《春日迟迟再

出发》给出了第三种答案——理性且

真诚的反思，温柔而坚定的陪伴。

“凯迪拉克 · 上海音乐厅是具有历史厚度的地标建筑，

这里见证了古典音乐演出的众多高光时刻；同时，这里的舞

台也在与时俱进——帮助本土音乐人孵化出新锐、前卫、走

在时代前沿的原创作品，让世界听见年轻气盛的上海。”近

日，电子音乐家B6为走到第五季的上海音乐厅原创品牌

“乐无穷”再度发声。

新一季“乐无穷”在春暖花开的3月开启，涵盖爵士、

电子、国风等类型的四台十场音乐会，其中包括多部世界首

演作品，探索音乐与其他艺术融合的年轻表达。

在最新一季“乐无穷”节目中，记者发现多种音乐风格

互相混搭，与视觉艺术碰撞出奇妙能量。比如“爵士‘曈’

话之镜变空间音乐会”，就融合了爵士音乐和电子音乐的概

念，还将在现场与多媒体玩起即时交互。演出由知名爵士鼓

演奏家徐之曈牵头发起，电子音乐人、视觉艺术家韩涵参与

设计多媒体视效及电子艺术，JZMusic爵士小号演奏家李晓

川、爵士钢琴家黄健怡、爵士贝斯演奏家田欣加盟。

另一台“虚实之间——法兰克福头盔乐队音乐会”，同

样带来沉浸式的音画空间。此前经常活跃在Livehouse、

Club的法兰克福头盔乐队，这次携手视觉艺术家Bing，专门

根据音乐立方的场地定制了新的声音和视觉效果。“其实不

同的电子音乐人，作曲方式各不相同。我们乐队就喜欢做好

玩的音色，这次‘乐无穷’演出会让不同音响布满整个空

间，通过丰富的听觉层次，让观众感受真实和虚假之间的脉

动。视觉效果则用到了几何抽象元素，希望可以激发观众的

联觉体验。”法兰克福头盔乐队告诉记者。

上海音乐厅B2音乐立方成为第五季“乐无穷”演出的

主场。在这里，音乐将从殿堂融入更多人的生活，比如“解

锁”睡眠派对获得治愈享受，又或者是在民乐和西洋乐的交

融中“听见”春夏秋冬的不同色彩。

去年音乐季颇受好评的“清醒梦 · 睡眠派对氛围音乐

会”再度归来，人们将在氛围音乐厂牌“Soundblanc白”的

沉浸式氛围音乐引导下，解除压力、开拓想象，获得轻松舒

适的体验。“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上海音乐厅考察时，觉

得这个厅特别雍容华贵。”摩登天空氛围音乐厂牌主理人Demone说，不仅仅是建

筑本身，上海音乐厅音响灯光团队的专业同样深深打动了他。

而在“竹之四季——竹笛 · 尺八、大提琴、钢琴三重奏音乐会”中，95后

竹笛演奏家张维本将试着用传统乐器竹笛、尺八来搭配大提琴和钢琴，带领听众

们步入国风新世界。届时，张维本原创的竹笛独奏作品《初芽》将会上演；由山

本邦山曲，张诗乐、张维本改编的作品《冬鸟》《紫苑》将在中国首演。“我希望

通过我们民乐和西洋乐器的不同组合，让大家感受到音乐的不同色彩，就像一年

四季那样鲜明。”张维本说，音乐可以从不同的“季节”变化出不同的旋律与和

声，“或温暖、或火热、或冰冷，这些音乐色彩与温度的变化将触发听众内心的

不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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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综艺《再见爱人》姊妹篇《春日迟迟再出发》再度聚焦离婚话题——

郑重告别过往，重新启程不迟

作为去年口碑综艺《再见爱人》姊妹篇，《春日迟迟再出发》在播出之初就引发不少关注。

▲当代艺术家为天安

千树商场电梯天井打造巨幅

画作。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

心上海馆位于盈凯文创广

场内。

 苏州河畔的八号桥

艺术空间 ·1908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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