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馆能够为城市带来什么变
化？又如何激活城市？

美术馆是一种非常鲜明的文化
和社会史的产物。美术馆中的艺术
品被赋予了传递城市形象、文化和情
感的力量，而美术馆的建筑自身更是
城市形象最清晰的标志之一。美术
馆见证并凝聚着上海城市形象的发
展历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体现
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地域特色以及文
化趋向，是一种纪念性的文化再现。
在呈现景象之余，美术馆自身也成为
上海城市景象中的元素，在城市形象
建构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相比传统的美术馆建筑，如今的
美术馆已不再只讲求外在形式的象
征与寓意，其建筑空间设计也不再仅

仅追求参观者的观展流线或空间的
组合形式，而是要突破人和艺术的边
界，拉近人和艺术的距离。人们来到
美术馆不只为参观展览，还希望获取
更为开放的艺术体验和更丰富多样
的其他活动体验。对旧建筑的重新
利用和对空间的重新安排，贴合城市
肌理与城市生活的日常行为与活动，
体现出上海的美术馆在推动上海发
展为中国当代艺术中心这件事上的
能动性，是上海美术馆群不可替代的
城市贡献。在美术馆的推动下，上海
在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属性之外，增
添了更多的艺术与文化属性，其多
元、包容的现代化大都市的形象也由
此更加丰满、立体，在众多大城市中
更显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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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公共

空间之一，它不仅是艺术收藏与展出的

重要场域，也是现代城市和现代文化建

设中非常重要的艺术机构，更是一个城

市的文化形象的公开展示。王澍曾经

说过，如果一座城市没有博物馆、美术

馆和大学，就没有资格被称为“城市”。

类比纽约、伦敦、巴黎与东京，一个国际

化的大都市不可缺乏会展，更不能缺少

美术馆。

上海的美术馆经过多年的蓬勃发

展，以居全国城市首位的场馆数量以及

丰富多样的展览活动、品牌差异化经营

的重要特征，成为重要的“上海文化”品

牌之一。近十年，上海的美术馆数量急

剧上升，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2022年

度上海市美术馆名录》收入100家美术

馆，含国有美术馆26家，非国有美术馆

74家。作为上海国有美术馆“排头兵”的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以极具有时

空穿透性的艺术语言，带领申城美术馆

矩阵合纵连横、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丰

富着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以它为核心

的上海“大美术馆计划”，正朝着增强上

海美术资源配置能力、开创上海美术大

格局的目标阔步前行。

中华艺术宫原身为创建于1956年

的上海美术馆，2012年上海美术馆迁至

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后改建成中华艺

术宫，是上海唯一国家级重点美术馆。

中国馆的设计过程伴随着两个问题

的反复追问：一是设计如何包容中国元

素，体现中国特色；二是呼应今天世界的

发展观与时代性，这个建筑应该以一个怎

样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各国来宾面前？建

筑师给出的是一个鲜明而综合的答案：追

求对中华文明的伟大庄严的整体表达，同

时也营造大片具有开放性、参与性的城市

公共空间；通过中国红的色彩展现出自远

古燃烧至今的中国热情，又在建造上以层

层出挑、挑战重力的造型显示现代工程技

术的力度美与结构美；以上下分区、垂直

城市的组织模式应对“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的主题，同时对建筑领域的高层展厅

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中国馆分为国家馆和地区馆两部分，

采用不对称平衡结构，体现和谐、稳定之

意。在建筑形式上，国家馆架空33米，悬

挑达49米，由四组巨柱支撑起一个斗冠，

居中升起、层叠出挑，形成凝聚中国元素、

象征中国文化的“东方之冠”。地区馆水

平展开，形成建筑物稳定的基座，构造城

市公共活动空间。中国馆的景观设计采

用中国江南园林风格，建筑周边营造数个

景观园林。地区馆屋顶公共活动平台采

用九宫格和江南园林相结合的景观设计，

上承国家馆斗冠顶部九宫格布局，下接景

观园林典雅风韵，使中国馆景观设计更具

层次丰富的立体感。

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改变了上海的

城市天际轮廓线。在原世博地块前期规

划中，就已经考虑中国馆在世博会之后

作为永久性建筑改造成上海美术馆来使

用。后世博时代，中国馆这一地标性建

筑以时代印记的形式嵌入上海的整体城

市景观风貌之中，它不仅代表了世博时

代的历史历程，还在这一区域中上演代

表时代变迁之历程中的一段风光往事。

因此建筑师对中国馆的改造设计遵循了

保持建筑外立面肌理及其室内空间大格

局效果，延续城市文脉。对中国馆的改

造只换心、不换皮，让外表成为区域永久

的标志性建筑，成为一种记忆与印象。

而室内空间内容，则变为能够展示上海

风貌文化与艺术氛围的功能空间，成为

新时代文化与艺术的聚集地，取代原有

上海美术馆的地位。中国馆改造成中华

艺术宫后，将国家馆和地区馆功能与流

线彻底合并，并利用地区馆14米的高净

空，改建成局部双层立体空间，改变整个

参观流线和展示布置格局，形成合二为

一的永久性艺术展览场馆。改造后，整

个场馆既有效解决了超大展示空间和合

理的参观流线对场所的特别需求，同时

又在各展厅之间穿插了丰富多样的公共

休憩空间，利用空间的塑造，赋予艺术品

新的生命力。

目前国内的历史或旧建筑更新改造

在规模上都以中小型建筑为主，其设计、

置换相对简单。而中国馆的空间体量规

模大，因此改建、功能置换牵涉面比较

广，技术难度也相对比较大。中国馆成

功改建成中华艺术宫，从世博建筑地标

变身为城市文化地标，为今后其他大型

建筑集群的后续利用和博览建筑的改造

设计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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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由建筑师的奇思妙想，活化的不仅是一

座建筑，更是一片城市区域。

在上海，有更多的工业遗存以艺术

的方式重获新生：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艺仓美术馆、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

油罐艺术中心、星美术馆……这些承载

着美与创意的活力空间都是由仓库、工

厂、车间、飞机库、货栈等废旧空间华丽

转身而成的。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由上海世博会

城市未来馆改扩建而成，而城市未来馆

的前身则是建成于1985年的上海南市

发电厂主厂房及烟囱。经历了全方位改

造后的原南市电厂蜕变为功能完善、空

间整合、动线清晰的充满人文气息与艺

术魅力的城市公共文化平台，昔日能源

输出的庞大机器转变为推动文化与艺术

发展的强大引擎。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改造与建

成，是将工业遗产与当代艺术进行完美

处理的典型案例。它很好地保存和延续

了工业建筑巨硕的空间结构、体量的理

性构型，通过对公众性、日常性的城市活

力的重新诠释，设计创造出丰富而简约

的美术馆空间。建筑师对原有南市电厂

的有限干预，最大限度地让厂房的外部

形态与内部空间的原有秩序和工业遗迹

特征得以体现，同时又刻意保持了时空

跨度上的明显痕迹，体现新旧共存的特

有的建筑特征。它以空间的延展性刻意

模糊了公共空间与展陈空间的界定，不

仅给颠覆传统意义上人与展品间的互动

关系创造了诸多机会，更为日常状态的

引入提供了最大可能性；它以漫游的方

式打开了以往博览建筑封闭路径的壁

垒，开拓出充满变数的弥漫性的探索氛

围，所提供的场所体验成为整个艺术参

观流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

原来的建筑形态被尽可能地保留

了下来，以便将工业文明的肌理延续下

去：原先发电厂里的煤灰分离器，成为

四团醒目的橙色钢铁结构；以前维修汽

轮机、发电机的大吊车、过往排污排废

的工业化装置、165米的烟囱等都被完

整留存下来。这些工业遗产中有意义

的部件被新的艺术空间所使用，让公众

看见，形成想象的反转，在美术馆里实

现另一种生活。人们在穿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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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上海第一座公立当代艺术博

物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定位是尽其

所能地扩大艺术的影响力。触手可及

的平台、公平分享的家园、自由探索的

路径成为整个设计的基调与线索。建

筑师希望艺术博物馆能以开放的积极

姿态融于城市生活，因此以延展的空间

刻意模糊了公共空间与展陈空间的界

定，不仅给颠覆传统意义上人与展品间

的关系创造了诸多机会，更为日常状态

的引入提供了最大可能性。展陈空间

打破了常规艺术展示空间“白盒子”的

传统格局，而将“白盒子”悬置于宏大的

公共空间之中。明亮通透的公共空间

形成了一个融通连贯的体系，清晰有力

地支撑起一张相互关联的大网，网罗的

内容不仅是艺术和艺术家的表述，更是

普通公众对艺术的感知、触摸、反馈与

表述。它以漫游的方式打开了以往展

览建筑封闭路径的壁垒，开拓出充满变

数的弥漫性的探索氛围。

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开馆后，跻身上海乃至全国最受欢迎的

美术馆之列，不仅构建起上海美术馆系

列的完整格局，更生动诠释着艺术何以

让城市更美好——引领整座城市的美育

生态，也塑造着美术馆与城市文化生活

的全新关系。

上海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与独特

且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为美术馆在上

海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牢固的保障与源

源不断的动力。自2010年后，上海已然

成为了全球建筑设计，尤其是文化艺术

类公共建筑设计的实验场。各大国内外

著名的建筑师将优秀的、创新的、独具特

色的建筑实践项目立足于上海，使得位

于上海的美术馆建筑颇具时代领先性

与代表性。

2015年，上海市组织了浦东美术馆

建筑设计的国际竞赛。普利兹克奖得主

让 ·努维尔提出了“为了上海、为了外滩，

为了浦东；来自一个领地，一种材料，一些

屏幕”的设计理念，经过几轮评选，这个方

案最终脱颖而出。历时近四年规划建设，

地处上海小陆家嘴滨江核心区的浦东美

术馆正式向公众开放，用寸土寸金的最后

一块启动开发的宝地，来提升整个陆家嘴

地区的艺术品质和人文环境，为上海筑起

又一座高水准的文化地标。

浦东美术馆与外滩建筑群隔江相

望，如何反映景观、传承上海历史，并且

用展示当代艺术来展现上海今天的活

力，是美术馆在设计时需要考虑的关

键。为了满足浦东美术馆“景观、观景和

地标性”的要求，也为了诠释“为了外滩，

为了浦东”，建筑师从杜尚的作品《大玻

璃》中获得灵感，用时间这一第四维度设

计了两座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镜厅，并使

之成为浦东美术馆的最大亮点和最醒目

的标识。

镜厅本身构成了两方狭长的展示空

间，可以安放装置艺术、展示多媒体艺术

作品，而高透的镜面也能完美倒映出黄

浦江对岸外滩的景象。其本身作为一件

艺术品，又可以成为传播现代当代艺术

的载体。大玻璃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呈现不同的景观，白天是艺术装置或表

演的场所，夜晚则成为播放影像的空

间。当显示屏整体播放时，如同巨型高

清露天电影屏幕，对图像、装置艺术、尤

其是喜欢大空间创作的艺术家而言，是

件不可思议的工具。显示屏也可以部分

点亮，更可以拉上幕布，成为一个全黑的

空间，给艺术家的创作和艺术作品的展

示带来各种可能性。可以说，镜厅是一

台看外滩的双重全景机，根据光线强度

不同，反射出双重全景，也将对美术馆艺

术品的反射片段叠印到外滩的映像上，

从而给作品附上多重纬度。走在其中，

叠加镜面反射出静态的外滩万国建筑、

黄浦江上缓缓移动的船只，以及展厅中

人的活动。它是现实版的杜尚“大玻

璃”，是21世纪艺术的见证，像一处伏

笔，以层出不穷的新影像与上海和外滩

对话，令人着迷。

在空间诠释上，浦东美术馆亦有着堪

比世界一流美术馆品质和水准的建筑和

展览空间，设计巧思。美术馆在四万平方

米的空间内，包含了13个大小不一的展

厅，除了两个面向外滩的“镜厅”外，“X展

厅”也是特色之一。中央展厅X位于美术

馆馆体中央区域，贯通地下一层至地上四

层，基底为正方形，将常规的展厅竖立起

来，形成一个通高34米的展厅空间。从X

展厅底部抬头望去，看到的是直至天边的

无限空间，也让人联想到泰特现代美术馆

最具代表性的涡轮大厅。

浦东美术馆完美地解释了建筑就是

艺术本身，无论是地理位置、资金投入，

还是运营规格和展览级别，它都是陆家

嘴乃至浦东新区甚至整个上海的文化艺

术重量级地标。浦东美术馆还是一座有

着宽广边界的街区式美术馆，具有艺术

街区效应，引领周边的文化场馆打造出

配套设施更完善、展品质量更高、文化活

动更多元的文化社区，打造与世界级金

融城相匹配的世界级美术馆，为上海构

筑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高地做出了积

极贡献。

(本版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中心
研究人员)

美术馆空间：以艺术的方式激活城市
张磊

从零开始到浦东美术馆

从博览建筑到中华艺术宫

从工业遗存到
当代艺术博物馆

突破人和艺术的边界，拉近人和艺术的距离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很好地保存和延续了工业建筑巨硕的空间结构、体量的理性构型，设计创造出丰富而简约的

美术馆空间。图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的法国摄影师、电影导演雷蒙 ·德巴东在中国的首次个展——“现代生

活”的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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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美术馆一角（资料图片）

 建筑师从杜尚的作品《大玻

璃》中获得灵感，用时间这一第四维

度设计了两座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镜

厅，并使之成为浦东美术馆的最大亮

点和最醒目的标识（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