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上 海 奉 贤 ，有 座 建 在 森 林 中 的

艺 术 空 间 ，名 为“ 九 棵 树 ”。 作 为 全 国

首 家 森 林 剧 院 ，九 棵 树（上海）未来艺

术中心在设计之初即注重自然与艺术

的相融，剧院地处 4.78 万平方公里的中

央生态公园内，包括 3 个室内剧场和水

岸剧场、森林剧场两个户外剧场，整体

绿化率超过 35%。

融入自然的生态优势，也让剧院全

天候开放成为可能。自 2019 年启幕至

今，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持续探

索“24 小时艺术社区”运营模式，即打破

舞台的限制，把森林、建筑、人文、艺术等

概念融为一体，联动文化、文创、餐饮、休

闲等业态，构建复合文化艺术场景。

“ 九 棵 树 ”的 户 外 公 益 品 牌“ 森 友

会”，将剧场演出与室外空间表演结合；

“夏夜星河造梦计划”，有利用森林剧场

开展的免费“露天电影”放映、为音乐爱

好者提供演出舞台的“音乐盲盒”，也有

乐队现场弹唱的“星河驻唱”，涵盖游艺、

手工、美食、文创等类型的“好运夜市”，

此外还有奇妙的沉浸式森林夜游、国风

舞蹈快闪……从室内到户外，从白天到

夜晚，无论是否观看演出，到访者均可自

由进出艺术中心的开放互动区参与各类

活动。多样化的选择，丰富了观众的体

验，打破剧场“晚上演出、白天关门”的常

规模式，为剧院打开更多可能。

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总经理

陈西加表示：“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拥有不

同兴趣爱好的观众，都能在‘九棵树’找

到适合自己的娱乐休闲方式，让百姓的

艺术生活更丰富，让我们的剧场成为市

民愿意来、更能来的‘艺术会客厅’。”

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

森林剧院 沉浸体验
本报记者 曹玲娟

静下心，到美术馆看一场展览；放

缓步，在艺术街区度过一个惬意的午

后；来到剧院，欣赏一场精彩的演出；

在街头巷尾，遇见一座艺术雕塑、听一

场即兴音乐会……如今，在城市里，多

样的艺术空间、多彩的艺

术活动日益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满

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涵养城市的

文化气息。

空间类型多样
营造文艺氛围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湖南长

沙，梅溪湖大剧院吸引着络绎不绝的

观众。大型史诗文艺晚会《百年正青

春》、话剧《白鹿原》、舞蹈诗剧《只此青

绿》……5 年多的时间里，超过 1355 场

国内外优质剧目在这里上演，100 多

万名观众走入剧场，这座剧院已成为

长沙一座重要的文化地标。

文 化 艺 术 体 现 着 一 座 城 市 的 精

神品质，艺术空间则是城市艺术气息

的重要载体。截至 2021 年末，全国共

有艺术表演场馆 3093 个，全年艺术表

演场馆共演映 107.04 万场，艺术演出

观众人次 2066.54 万，全国共有美术馆

682 个，全年共举办展览 7526 次、参观

人次 3515.84 万。从剧院、美术馆，到

文创园区、艺术街区，再到文化综合

体、沉浸式演艺空间，形式多样、种类

丰富的艺术空间满足人们个性化、多

样化的文艺需求，带来差异化体验。

在 北 京 ，中 间 艺 术

区内集合了剧场、影院、

美术馆、艺术家工作坊，

798 艺术区是艺术展览

和时尚活动的集散地，

隆 福 寺 文 创 园 体 现 着

现代与古老的交融；在

江苏南京，漫步外秦淮

河 边 的 南 艺 后 街·鼓 楼

水岸艺术街区，广场上默

剧 演 员 的 表 演 赢 得 满 堂

彩 ，文 创 市 集 里 非 遗 艺 术

品 琳 琅 满 目 ，诗 歌 会 、电 音

节等活动让游船变身水上艺

术空间……各具特色的艺术空

间让一批批热爱文艺的市民徜徉

其中，享受高质量文化大餐。

可欣赏、可游玩、可亲近、可分享

的艺术，为城市增添文化趣味。“艺术

在具体实践中提升着城市公共空间和

文化服务的品质，通过‘以美育人’，润

物无声地塑造着城市文化品格，并在

为城市居民提供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

生活的过程中，提升城市的内部凝聚

力和对外竞争力。”中国传媒大学广告

学院教授武定宇说。

活动丰富惠民
添彩日常生活

看戏、观展、沉浸式体验，丰富多

彩的活动，在为城市树立文化形象的

同时，也让艺术走进千家万户。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设

计系主任程雪松表示，审美生活化、生

活审美化，是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如今，文艺

惠民、艺术普及等活动深入市民生活，

惠及更广泛人群。

邀请 1200 余位艺术家参与艺术

普及公益性活动、组织超过 1.1 万场

次公益性演出及活动、惠及 230 余万

观众……15 年来，国家大剧院开展艺

术 普 及 ，让 高 雅 艺 术 与 人 们 离 得 更

近。“周末音乐会”坚持低票价、高品

质、经典作品的定位，与国内外 70 余

个优秀乐团合作，为观众带来 600 余

场精彩演出；“经典艺术讲堂”邀请上

千位艺术家，举办超过 2400 场精彩讲

座；“美育芳草”“春华秋实”等品牌项

目与全国百余个大、中、小学开展合

作，为广大学子提供艺术实践与展示

的舞台；“百场公益演出”每年将超过

100 场 的 高 雅 艺 术 演 出 送 到 街 道 社

区、科研院所、农村学校……与艺术

约会日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潜移

默化中提高着人们的审美能力和文

化素养。

享受艺术之美的同时，市民也日

益成为城市中艺术的创作者与传播

者 。 在 北 京 地 铁 8 号 线 南 锣 鼓 巷 站

厅，有一件名为《北京·记忆》的公共艺

术作品。艺术家团队走访居民，征集

与北京记忆有关的“老物件”与相关故

事，将其制作成二维码封存在 4000 多

个 琉 璃 块 中 ，拼 接 成

再现老北京生活场景的画面。艺术家

与市民的集体创作将生动鲜活的个体

记忆转化为城市共同记忆，通过人们

的广泛参与，打造出一个保存、创造、

展示城市文化的窗口。

在武定宇看来，艺术要以更高效、

更科学的方式与市民生活相结合，“不

仅要用艺术激活城市空间，还要让城

市生活本身也成为艺术，让城市成为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诗

意栖居地’。”

走出特定空间
艺术触手可及

在广东深圳，华强北 900 多米的

步行街上错落摆放着 8 台公益钢琴，

供人们免费弹奏。热爱弹琴的老爷

爷、下班的年轻医生、路过的装修工

人，爱乐人敲击琴键，行人静静聆听

……88 个黑白琴键，汇成一条纽带，

连接着城市里素不相识的人们。

2022 年 首 届 蛇 口 戏 剧 节 将 戏 剧

表演与公共空间结合，工业遗迹、商

城 、艺 术 中 心 、创 意 园 区 、自 然 景 观

等 都 成 为 舞 台 ，青 年 表 演 艺 术 创 作

者共同探索“戏剧与新空间”的无限

可能……

现如今，从室内到户外，从剧院、

展览馆到街区、公园、商场，艺术的边

界正不断拓宽，与市民生活深度交融。

互动影像装置、雕塑作品等现代

艺术的“镶嵌”让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如

同一座开放共享的博物馆，经过改造

的上海百禧公园成为文创集市、艺术

长廊、装置艺术、公共活动舞台等的汇

集地，一些餐厅融入艺术设计变身新

型美术馆，各类主题展览走进大型商

场，公共座椅、路牌标识、垃圾箱、照明

灯等设计得越来越美观……艺术日渐

“走出”传统的固定空间，“进驻”烟火

气十足的生活场景，使城市成为“开放

的美术馆”。

街头转角便可与艺术相遇，

融入城市的艺术，在更新空间的

同时连接生活，传递温暖。程雪

松表示，传统的生产型空间，或者

为生产服务的空间，转型为文化

消费空间，不仅提升了空间的附

加值，也增强了城市提供文化服

务的能力，涵养人文气质。

“一架铁艺栏杆，可能让人感

到愉悦，一方街角花园，可以让人

得到慰藉。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

展演，能够开启人们的想象，一场

以建筑为背景的灯光秀，可以让

冰冷的建材成为有温度的媒介。

艺术是文化的显影剂，通过一定

的创意表达为文化塑形，让城市

更美好。”程雪松说。

逐 步 深 入 城 市 生 活 ，与 市 民

产生紧密联结，艺术不再曲高和

寡，润物无声地为人们提供更加

高质量的文化服务，提升城市文

化品格，绽放独特魅力。

图①：北京 751 园区一角。

751园区供图

图②：福 建 福 州 海 峡 文 化 艺

术中心。

陈捷阳摄

图③：观 众 在 中 国 美 术 馆 参

观。 王士强摄（影像中国）

图④：四 川 成 都 市 天 府 美 术

馆内。 本报记者 宋豪新摄

图⑤：宁 夏 银 川 当 代 美 术 馆

外景。 银川当代美术馆供图

图⑥：远 眺 黑 龙 江 哈 尔 滨 大

剧院。 傅 强摄

多样艺术空间 丰富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曹雪盟

夜幕初垂，浙江杭州西湖边，浙江音

乐学院的学生们正在演奏钢琴曲。许多

市民游客停下脚步，侧耳倾听。

这是西湖边“湖上乐客厅”的表演点，

常年开设音乐类街头表演。在杭州，这样

的场景已成为日常。下班路上，驻足听一

场露天音乐会；饭后散步，赏一场民乐表

演；晨练结束，看一场越剧演出……艺术

不再局限于固定空间。

2022 年，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

“文艺星火赋美”工程，让文艺遍布城市、浸

润日常生活。工程组织动员来自艺术院

校、公共文化机构等单位的文艺志愿者，在

社区街头、广场公园开展常态化艺术展演

和推广活动，以多点、高频、流动的舞台打

造城市艺术景观，助力全民艺术普及。

在拱宸桥东的荣华戏园里，掌声喝

彩声一阵接一阵。政府提供场地，杭州

越剧艺术研究会的演员正在表演，百转

千回的唱腔里，观众听得入神。“周五周

六都有演出，我有空就会来看。”住在附

近的桂阿姨看了几十年戏，在家门口就

能看到精彩演出让她很开心。

在清河坊历史街区的南宋书房，浙江

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学生表演的即兴舞蹈

《青春之歌》，将优美身姿融入城市地标；

紧邻京杭大运河的桥西直街音乐角，“笛

友之家”“荞溪古筝工坊”颇受欢迎；在中

国丝绸博物馆，悠扬的琵琶独奏，给文化

场馆增添魅力……多彩的展演提升城市

气质、丰富文化生态。

“让文艺不限于剧场、不囿于围墙。”

许多市民这样感慨。文艺如水，在城市

街巷间缓缓流淌。

浙江杭州“文艺星火赋美”工程——

街头巷尾 艺韵流淌
本报记者 窦 皓

走进北京 751 园区火车头广场，工

业风与时尚感扑面而来。一列上世纪

70 年代初的蒸汽火车头格外显眼。步

入站台，走进车厢，这里已成为众多设计

师和摄影爱好者心中的热门取景地。

751 园 区 的 前 身 是 建 于 1954 年 的

751 厂。如今，徜徉在园区内，曾经的工

业建筑、厂房设备犹在。 2007 年 3 月，

751D·PARK 北京时尚设计广场正式揭

牌，开启了园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之

路。历经 15 余年的发展，园区已入驻国

际化设计师工作室及文化消费相关企业

150 余家，每年举办国际会展及新品发

布活动 500 余场，文化艺术活动更加丰

富多彩，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

2022 年夏天，751 园区主办首届“北

京戏剧嘉年华”，不仅设置了戏剧单元、

特别单元等内容，还策划了露天电影放

映及城市露营市集活动，一批好玩好看

的戏剧在这里演出。“我们希望通过多样

化的内容，探索园区作为老工业资源保

护利用的新的可能性。”751 园区副总经

理严明丹说。

在前不久举办的 751 国际设计节上，

名为《浓浓工业情 摩登时尚范》的 751摄

影展引起不少市民注意，200余幅照片展现

着园区的变迁。“影像真是时间的化石，唤

醒了曾经的记忆，也反映出园区因文化艺

术充满青春与活力。”一名住在附近的老市

民感慨不已，老照片里的建筑现在还有，经

过设计师的改造和装扮，成为设计师、艺术

家还有年轻人聚集的新型艺术空间。

北京751园区——

工业遗址 时尚气息
本报记者 潘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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