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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深圳”华丽转身

2015年9月，连续举办两年的“艺术深
圳”博览会由综合性艺术博览会全面转型
为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方将 2015“艺术
深圳”打造成一场接地气的专业性展会，
致力于呈现当代艺术精品，参展作品包括
海内外知名画廊代理的当代艺术精品、知
名策展人策划的当代主题展览。

“艺术深圳”向当代艺术转型，暗合了
深圳近两年来的艺术潮流。2015“艺术深
圳”执行总监李景云表示，此次转型一方
面是听取了业内一些专业画廊的建议，另
一方面，深圳有很多优秀的当代艺术家，
深圳的当代艺术馆 2016 年底也将开幕，整
个市场的氛围都在朝当代艺术转向。

目前，广东省内有 4 家专业艺术博览
会：艺术广东·国际收藏品及艺术品博览
会、广州艺博会、深圳艺博会以及“艺术
深圳”。转型之后，“艺术深圳”避免了同
质化竞争，成为深圳乃至广东地区唯一一
个专注当代艺术的博览会。

“艺术深圳”的转型受到了市场的肯
定。唐人、五五、千高原、美术文献等参
加过巴塞尔大展的著名品牌画廊纷纷加
入，带动了芳草地、奥赛、八大、博罗
那、复言社、锦瑟、瀚艺术等画廊参展。
扉艺廊、如意、五楼空间等广州品牌画廊
齐聚“艺术深圳”，桥舍、1618等深圳本土

画廊的加入，也让展会更有看点。

◉当代艺术重现活力

对于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来说，一个怪
现象是，在艺术市场上，占据主要份额的一
直是相对传统的水墨画和高级工艺品，先锋
的当代艺术在这里几乎没有市场。事实上，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当代艺术刚刚在国外
获得认可的时候，深圳何香凝美术馆、深圳
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就最早引入当代艺术。不
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圳当代艺术的热度
都保留在美术馆里，没有走入艺术市场。而
现在，随着众多定位于当代艺术的画廊、艺
术空间、民营美术馆在深圳遍地开花，深圳
的当代艺术市场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态势。

2012年，桥舍画廊深圳艺术空间的负责
人沈彦刚抱着试水的心态从北京来到深圳。
3 年后的今天，桥舍画廊已经在深圳初步建
立起自己的藏家群体。沈彦刚表示，“在北上
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中，深圳的当代艺术市场
是比较薄弱的。深圳的人均收入已经足以带
动收藏市场的发展，但这个市场却迟迟没有
起来，事实上，现在的井喷式发展就像股票
补涨一样，是长期的积累在现在显现出来。”

艺术空间数量的剧增，显现的并不仅仅
是艺术市场的发展。事实上，近年来，深圳本
土艺术展览越来越多，本土艺术家有越来越
多的机会参加展览，各种形态的艺术区发展
迅速，如艺术家自发形成的留仙洞艺术区，

或是企业投资的华侨城创意产业园、招商文
化创意园等艺术园区，都发展得有声有色。
由此而形成的全新艺术生态，从各个方面推
动着深圳当代艺术的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圳藏家群体呈现
出与北京上海等地全然不同的特点，即年轻
化的特点。深圳的藏家从“50后”到“80后”都
有，其中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为主，这
个年龄段比北京藏家要年轻10岁左右。

◉双城模式对接香港

目前，不少北京、上海画廊也瞄准了深
圳市场，尤其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落户香
港之后，不少画廊在赴港参加展会的同
时，也会顺便到深圳来考察一下市场。一
些艺术品经纪人也来到深圳，推动深圳藏
家购买国际顶尖艺术大师的当代艺术作品。

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原因，深圳无论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都与邻居香港密不
可分，在文化上也是如此。李景云透露，“艺
术深圳”除了在今年全面向当代艺术转型，
未来还打算在展会时间上逐步进行调整，与
香港巴塞尔对接，形成双城展会的模式。相
比内地城市，香港有比较完善的制度，有国
际性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有苏富比、佳士
得春秋拍，这些与国际接轨的艺术活动，都
无形中带动了深圳当代艺术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美术馆还是画
廊，运营都是一件专业的事情，不是在墙
上挂上画就可以了，而是有很多隐形成
本。艺术家在商业上的成功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艺术投资更是一件以时间换空间的
事。因此，要在深圳形成新的艺术生态，
并不能一蹴而就，还需要各方的支持、更
好的引导以及更多专业人士的介入。

题图为“2015艺术深圳”举办。

每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八月十五中秋
节、妈祖诞辰等喜庆的日子里，深圳盐田
沙头角沙栏吓村总是一片灯火辉煌，五颜
六色的鱼灯便会亮起烛火，舞动起来。这
便是沙头角的鱼灯舞。

沙头角鱼灯舞起源于明末清初，流传
至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为广东新安县

（现深圳市） 沙头角沙栏吓村创演，流行
于沙头角、盐田及香港新界的担水坑、岗
下新村等地，表达了渔民们祈求妈祖女神
保佑丰收和对美好生活的企望，是逢年过
节、拜神祭祖、喜庆丰收的必备节目。

凸显当地民俗风情

沙头角鱼灯舞的道具制作精巧。鱼灯
都是先用竹篾扎成鱼的形状，糊上纱纸，
用元粉、牛皮胶和颜料画鱼，再涂上桐
油，在鱼腹之下装一条 20 厘米长的小棍，
举棍起舞如海中鱼群一样穿梭。传统的鱼
灯舞共有25条鱼，如今精简为18条。

鱼灯舞是广场男子群舞，专门在晚上
表演，场上有四根龙柱和绕场蓝色水布，

以仿海底世界。鱼灯舞依靠锣、鼓、钹、
高音唢呐、低音唢呐和螺号来伴奏。表演
时不用灯光，观众利用龙柱和鱼灯里的蜡
烛光芒，看到“海底”各种鱼类在舞蹈，
如美丽的红鲤、机灵的沙鸡鱼、蛮横霸道
的黄鳢角……演员们以低马步俯身曲背运
行穿插，生动表现鱼儿喜怒哀乐的情绪，
呈现出丰富的舞蹈情节。其内容分为三部
分：第一部分是各种鱼类在海底自由自在
地生活；第二部分是恶鱼黄鳢角欺侮众
鱼，追赶吞食；第三部分是众鱼团结反
抗，打败恶鱼，重新过上自由自在的生
活。舞蹈中各种鱼是寓意
一定社会角色的：黄鳢角
象 征 海 盗 ， 任 意 欺 压 渔
民；众鱼象征广大渔民，
不畏强暴，向往幸福生活。

沙头角鱼灯舞是一种
颇具岭南特色的广场舞蹈
艺术。专家评价说，“沙头
角鱼灯舞”不仅传承了客
家传统民间文化，文化元
素突出，而且舞姿独特、
观赏性强，凸显了当地的
民俗风情。2006年，“沙头
角鱼灯舞”通过了广东省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公示。2008 年，“沙头角鱼灯舞”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古老艺术重放异彩

然而，随着鱼灯舞老艺人们陆续谢世
或旅居海外，没有任何乐谱资料和录像资
料的鱼灯舞一度面临失传的危险。1999年，
吴天其成为沙栏吓村的村委会主任后，当
即发动村民对鱼灯舞进行挖掘和整理。他
首先组织健在的 3 名老艺人吴观球、邱煌
生、吴亚九回忆鱼灯的造型、动作、伴奏音
乐，搜集“鱼灯舞”有关实物和资料，并按传
统鱼具制作方法寻找艺人扎作鱼灯道具、
整理乐谱和舞步。通过整理和排练后，动员
村中青年加入鱼灯舞队，把鱼灯艺术传授
给他们，重新组成了沙栏吓鱼灯队。经过众
人的努力，2003年中秋节，沉寂了40年的鱼
灯舞在中英街回归广场隆重上演，传统的
鱼灯艺术重现异彩。

沙头角鱼灯舞以其独特的浓厚地方特
色深受群众喜爱，曾被邀请到广州、佛
山、惠州、香港等地演出，是沙港两地文

化传递的使者。2013 年 2月，来自中国深
圳的花车巡游队在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厅港
口街亮相，走在巡游队列最前面的正是沙
头角鱼灯舞巡游方阵。

2012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深圳盐
田区非遗保护办合作，建立了“非遗文化志
愿服务基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吴观球定期到深职院传授鱼
灯舞，培养学生传承人。沙头角鱼灯舞是随
着客家人的南迁来到深圳落户的，如今，
这门古老的文化艺术已经后继有人，在中
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舞台上重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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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篇名为 《被公园改变的城市》 的文章
在微信朋友圈被频繁刷屏，某外国公园的园林美
景、音乐会表演等，引得无数网友羡慕不已。无独
有偶，广东省深圳市自 2003年确立“文化立市”战
略以来，就把打造公园之城、构建公园人文生态作
为文化立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续 10 年举办

“公园文化节”，让城市文化融入公园，让市民享受
公园里的“文化大餐”。

如今，深圳的公园总数已达889个，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为16.84平方米，基本形成“自然公园—城市
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三级公园体系，“公园之城”
初具规模。“公园文化节”也从 2006 年第一届 11 个
分会场，发展到2015年第十届26个分会场，基本覆
盖了全市各区，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大文化盛事。

梅林公园摄影展吸引
了不少市民驻足。

梅林公园摄影展吸引
了不少市民驻足。

草地音乐节上座无虚席。

公园文化节期
间的琴茶文化会。

近期，深圳多家艺术空间开幕，e当代美术馆、天米艺术空间、鳌湖

艺术馆、盒子艺术空间等相继登上深圳艺术舞台，各种艺术展事成为城

中热点，深圳艺术生态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艺术生态改变 藏家群体年轻

深圳当代艺术空间数量剧增
梁 瑛

沙头角鱼灯舞
舞出深圳味道

谢运娣

沙头角鱼灯舞。沙头角鱼灯舞。

让公园更有文化味

10年来，深圳公园文化节从最初的文艺表演、市花展览到
举办图片展、摄影展、书画展、当代雕塑艺术展，从民俗表
演、风筝节到草地音乐节，从体育竞赛到科普教育，节庆时间
也从7天延长至2个月，园林景观与城市文化水乳交融，深圳公
园更有文化味。

高雅艺术走进公园。近年来，户外生态音乐会风靡世界各
地。深圳湾公园和莲花山公园也将高雅艺术带到深圳市民身
边。深圳交响乐团、中国香港青年交响乐团、深圳少年管弦乐
团、维也纳施特劳斯节日乐团、意大利威尼斯室内交响乐团都
曾在莲花山公园为市民带来精彩的演出。在深圳湾公园日出剧
场，曾上演《经典电影大型交响音乐会》、世界百强乐团——法
国里昂交响乐团 《歌剧卡门音乐会》 以及 《法兰西之夜——法
国交响乐精品音乐》。草地音乐会已成为深圳湾公园和莲花山公
园的文化标签。据统计，第十届公园文化节期间，仅莲花山草
地音乐节就吸引了10万名观众。

传统文化走进公园。深圳公园文化节注重以传统的民俗文
化项目，引导市民感受和体验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如园博园举
办的“明德讲坛”，用讲座和诗经演唱的新颖形式，传播四书五
经等中华传统文化；深圳湾公园举办的“最潮婚礼”，是以潮州
民俗特色为主题的公益集体婚礼；东湖公园的皮影专场演出，
梅林公园的京剧票友演出、客家文化展演，笔架山公园的粤剧
专场表演，翠竹公园和龙城公园的手工制作——泥人、民间糖
画、剪纸艺术、扇画创作等非遗展演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接
触、体验民俗文化。

科普教育走进公园。2015年深圳公园文化节开展了“发现
公园之美”系列自然教育活动，举办“探访夜精灵”夜观活
动、自然笔记活动和观鸟活动 50 多场，吸引了 400 多个家庭、
近800人参与。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还与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
基金会合作，筹备建立深圳湾公园、儿童乐园、洪湖公园和园

博园4个自然教育中心，并组织了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为公众
带来系统的、连续的自然教育体验。

体育运动走进公园。深圳公园文化节期间，各类体育项目
云集，参与和竞技并存，将深圳这座城市的时尚活力演绎得淋
漓尽致。荔枝公园、莲花山公园的大型太极表演，中心公园连
续7天的网球、篮球、足球比赛以及跑步、培训和亲子活动，让
市民畅享运动乐趣；笔架山公园的亚洲草地滚球锦标赛，通过
惠、深、港三地竞技交流，展现深圳滚球文化；大梅沙海滨公
园的国际风筝节，通过高水平的风筝比赛，展示风筝的独特魅
力。

倾力打造“公园之城”

公园是城市文化的缩影。以美国纽约中央公园为例，在100
多年的历史里，这座公园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城市里人与人的关
系、人与城市的关系，乃至纽约人的品性，帮助纽约成长为世
界顶级都市。而深圳这座只有 30 多年建城史的改革创新之城，
从建城之初的5个公园，发展至今拥有889个公园，成为全国公
园数量最多的“公园之城”，不仅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
也寄托着千万深圳人的城市人文梦想。

城市文化是公园的灵魂。深圳“公园文化节”从一开始就
得到了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将其作为实现“文化立
市”的组成部分。从2006年开始，深圳决定每年在市区两级市
政公园举办公园文化节。以“文化立市”带动“文化兴园”，挖
掘公园自身的文化内涵，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
群众的文明素养，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是深圳公园文化节的宗
旨。10年来，“公园文化节”的主题从“自然·和谐·健康”“相
约公园民俗盛会·共享鹏城幸福生活”，到“颂改革开放成果·创
和谐家园文化”，再到“生态城市·人文城管”，无一不见证着城
市文明发展的足迹。

公园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城市文明的缩影。每当
公园文化节期间，深圳各公园都围绕“垃圾不落地，深圳更美
丽”这一主题，开展一系列活动。如中心公园开展的“共享阳光，
爱心穿越”垃圾分类亲子徒步活动，全场亲子徒步，捡拾垃圾；荔
枝公园组织花儿与少年时尚花艺创作演出，部分花艺作品利用废
弃的报纸、塑料等创作而成，资源就地利用。

为打造“公园之城”，2013年，深圳编制了《深圳市公园建
设发展专项规划》，市委市政府将公园建设纳入十二项重大民生
工程，计划到 2018年，再投入 20亿元，完成 300个社区公园新
建改造工作。到2020年，全市公园总数将超过1000个，公园服
务半径覆盖率达95%以上，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面积达600平方公
里以上，城市绿色公共空间将不断拓展，市民将享受到更多更
优质的绿色福利。

如今，深圳倾力打造的“公园之城”已初具规模。全市公
园总数达889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6.84平方米；形成全国
城市中密度最大、长达200公里的“省立—城市—社区”三级绿
道网体系，市民 5 分钟可达社区绿道，15 分钟可达城市绿道，
30—45分钟可达省立绿道。

将城市文化融入公园，以公园文化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和城
市文化品位，深圳“公园之城”营造了别样的城市人文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