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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练新表达

自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提取艺术
的灵感，是重要的设计趋势。对于青岛若
七珠宝文化艺术博物馆馆长钟峰而言，这
种艺术实践本身还蕴藏着更深的文化期
许——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美学设计
交融，以国际通用的艺术语言，让世界读
懂中国。

这种理念贯穿于整个展览之中。钟
峰介绍，2024 中国龙设计采用团龙、飞
龙、行龙等的形态图案为灵感，糅合吉祥
文化寓意与现代时尚美感，高度抽象提
炼，形成形神兼备、以神取胜，简约、灵动、
活力的设计风格，瑞龙、寻龙、成龙三个系
列的作品各具匠心。其中，线条简练的瑞
龙胸针，是若七珠宝文化艺术博物馆新春
主推的文创产品。展厅内5个展板的设
计图稿，记录了这件融汇东西美学意向的
珠宝的诞生。

“我自己的感受是对生肖设计的感
情越来越深，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越来
越多。从做一件作品的构想起步，慢慢
形成了一个系列。”钟峰介绍，对于“龙”
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生肖，设计诞生的
过程可谓用尽了所有方法。通过大量的
梳理工作，钟峰认为，作品不仅要体现龙
的尊贵和威严，也要体现出龙在民间作
为一种精神寄托的亲和力。最终确定以
青铜时代的龙纹样为基础，将不同时期
龙纹图样的个性化元素作为灵感来源，
以抽象化的设计体现时尚感，也形成了
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若七生肖艺术设计启航于 2020 年，
从以珠宝饰品形式呈现，到现在涵盖胸
章、手环、指环、发饰、香薰等多种类的文
创衍生品。今年，钟峰和团队还把龙纹
形态融入到邮票、抱枕、太阳帽、马克杯、
沙滩服、披肩等的设计中，并从博物馆所
在地“崂山”这一特殊的地理文化符号中
提取元素，共同凝练出传统文化的时尚
表达。

这些充满场景感的文创，将为城市生
活增添一抹抹动人亮色。相关龙年设计
还将相继亮相美国、瑞典、斐济，在更大的
舞台上讲述从青岛走出的文化故事。

创造新语境

不过，对于艺术从业者而言，这还远
远不够。从博物馆到艺术综合体，这是若
七正在实践的艺术赋能城市新尝试。在
去年11月的全市旅游品质提升现场观摩
会上，若七文化艺术综合体是签约项目之
一。该项目将在青岛崂山区落成，计划于
2025年投入使用。

“大海孕育了地球上的生命。”在诺斯
奥斯陆，一座闪烁着微光的蓝色建筑——
The Big Blue大厦，起伏的玻璃立面以独
特的方式反射出天空的景象，建筑的外观
也随着观察角度的变化，带来前所未有的
独特体验。若七文化艺术综合体将采用
建筑主体简单的线条与半隐框的深色玻
璃幕墙相结合，带来充满艺术气息的现代

感，充分彰显其文化艺术基因，融入城市
肌理和规划布局。

钟峰介绍，若七文化艺术综合体的
设计理念发源于欧美的艺术部落，在一
个建筑中实现集纳艺术中心、博物馆、艺
术酒店、咖啡厅、艺术家工作室、艺术品
商店等板块，将有限的空间通过场景的
变换实现无限的放大。除了在设计中对
标 The Big Blue 大厦，传统文化元素也
融于其中。

“带来强烈视觉冲击的是裙楼的大型
户外栈道楼梯‘时光之痕’，红色的旋转楼
梯张扬奔放，在具有实际使用功能的同
时，也是大型的艺术装置，成为整个区域
的视觉焦点。”钟峰透露，这一设计灵感来
自甘肃天水的麦积山栈道和青岛“五月的
风”城市雕塑，是古老文化遗产与当代设
计的完美融合，也是现代材料与工艺对传
统文化的全新演绎。从麦积山到崂山，平
行时空的穿越，传统文化与思想在千年之
后的千里之外碰撞与发扬。整个项目将
着眼打造具有青岛、崂山本土元素的时尚
艺术新街区，景城融合、以文塑旅，提升附
近区域的艺术内涵。

若七的实践，是近年来青岛市民营博
物馆创新发展的生动缩影。在多重利好
加持之下，博物馆的功能和价值边界不断
拓展，“博物馆经济”逐渐起势，进一步激
发了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旅融合创
新发展。

遇见新城市

提起艺术对城市的赋能，很多人目
光的落脚点会在成都。而在成都最受关
注的艺术社区中，祠堂街是首选目的地
之一。在若七美术馆的展览开幕现场，
记者遇到了祠堂街城市有机更新项目运
营负责人、成都市星光华影文化传媒公
司总经理施洁予，她有着丰富的艺术领
域从业经历。

“艺术设计其实是整个供应链生产领
域中间的一环，但这一环非常重要，如果
能够更有自己的风格并和供应链衔接好
的话，就可以放大整个产品的效果。”提起
最初为国内知名城市设计周工作的经历，
施洁予如是说。

今天的成都祠堂街，在艺术的催化下
产生了令人惊叹的城市有机更新样本。
早在接触项目之初，施洁予就深刻感受
到，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荟
萃而又思想开明的聚集地。在接下来的
运营中，祠堂街也聚焦艺术与文化主题业
态，创造了历史、人文、艺术附加的商业街
区典范。

“100 年前，那栋楼就聚焦于美，100
年后，我们也可以把对美的要求和对东方
美学有追求的品牌放进去。”施洁予以“四
川美术社砖楼”举例。东方文化香水品牌
观夏将其打造为西南首店“蜀馆”，在保护
老建筑的基础上，以新与旧的融合，塑造
出东方新摩登的美学风格。

三年多时间里，施洁予在做活招商
的同时，也一直致力于保持街区的文化
调性。“整个项目建筑面积一共3万多平
方米，最好的位置留给了美术馆。改造

更新以后，我们希望能够恢复当年生活
富集，生活方式多元的状态，但都偏向美
学的部分。”施洁予透露，由于周边已经
有四川美术馆，所以引入了偏市场化运
营的民营美术馆——北京木木美术馆。
契合祠堂街书店报刊亭云集的历史，街
区还布局了国内外知名品牌书店，同时
也吸引了巴塔哥尼亚等潮牌。200 多米
长的祠堂街，已有一家全球首店，12家西
南首店。

这些品牌在入驻之后，又促成社群交
互，吸引客流主动抵达，带来品牌形象、街
区经营等多重利好。

构建新想象

艺术与街区“不可复制”的相遇，塑造
着每个街区截然不同的“怦然心动”，但在
这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断突破艺
术与产业的边界，正为城市塑造新的话语
权、软实力。

近些年来，在上海、成都、广州、深圳
等城市，尤其注重在艺术氛围营造的基础
上实现文化产业的落位。祠堂街的方案，
是把艺术产业链、产业社区放进街区。二
期呈现后，整个街区将聚齐吃住行游购娱
要素，并融入拍卖、教育、传媒等业态，逐
步构建起整个艺术产业链。

“绝对不能大拆大建。”谈及城市更
新，施洁予强调，做好有机更新的前提就
是在旧的基础上做文章，投入充分的时
间去研究城市的过往、社区的过往，有哪
些故事在这里发生，去寻找它存在的必
要性。

在施洁予看来，要随着政府主导的
有机更新，让“商气”重新回到老城区。
老城区是城市的灵魂，能够唤醒人们的
情感。但人们怀旧并不是为了“回到过
去”，从这个维度而言，不仅要让历史文
化融入现代生活，更要实现对时尚生活
的引领。拿出决心，商业和人气会很快
回到老城区。而街区要在更新中打造出
自己的核心价值来吸引商家和品牌进
驻。“如果没有办法吸引第一家好的品
牌，更没有第100家了。”

祠堂街打造过程中，施洁予和团队
专门考察过“城市尺度”。祠堂街的周围
是天府广场、四川大剧院、四川美术馆、
成都博物馆等，都是大建筑、大尺度，大
尺度往往不易留人，而祠堂街正是要把
尺度做小。有机更新的空间，应当以方
便人的到达和停留作为基本的尺度，运
营要以提升人的城市生活体验为目标。

“无论是古建活化利用，还是文创赋能街
区，或者引入新业态让老街区焕发新魅
力，有机更新就是要让老城区重新跟上
城市发展的节奏。”

城市向上生长，“文脉+业态+生活场
景”的深度融合塑造了祠堂街的新可能，
也为其他城市街区从“还原空间形态”到

“重现文化盛景”，继而融入城市文化产业
集群提供了有益借鉴。

对于青岛来说，人文青岛深厚的艺
术土壤，也将勉励我们始终以瞭望姿态
奋力向前，不断构建艺术在城市的未来
想象。

从设计、展览到综合体、街区，艺术的禀赋与张力
在城市中愈发凸显

当城市走入“艺术时区”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马晓婷

今天的青岛，已然是一座与艺术紧密关联的
城市。无论是在大学路的红墙琉璃瓦之下，还是
在八大关的爵士乐酒吧、抑或是大剧院的原版音
乐剧现场，艺术的葳蕤之意，为这座山青海碧的城
市挥洒着无尽的浪漫与旖旎，构建起不同维度的
时空对话，让美与精神的荣光自如流淌。

岁末年初，正是展览等艺术活动密集启幕的
佳期。连日来，青岛若七珠宝文化艺术博物馆主
办的“寻龙迹——中国龙设计展”，以一场将传统
工艺表现手法与现代美学相融合的龙文化之旅，
不断吸引市民、游客和艺术从业者抵达，并由此衍
生出一场场艺术与城市的碰撞与对话。

艺术正为城市带来什么？艺术还能为城市带
来什么？发现美之所在，精神之所在，这场寻艺之
旅本身，就已足够斑斓动人。而在城市有机更新
的语境之下，如何以艺术之力构建城市的未来质
感，更为让人期待。

凝视高东方的水彩画，诗意呼之欲出。观者仿
佛被风与风景摄入到画作中，可以与之深呼吸。或
许，水彩画的魅力即如此。

滨海的青岛是世界上最合适用水彩画表现的城
市之一。国内美术界素有“中国水彩看山东，山东水
彩看青岛”的说法。高东方是青岛最具有代表性和
符号化的水彩画家之一，他的画作带有鲜明的地域
特征和个人色彩，极好诠释了美景与美术“美美与
共”的双向奔赴。

从青岛走向全国

从高东方的画作中可以读出，他对于自己出生
和成长的这座城市的热爱，尤其是对大海、港口、
船舶和码头的表现，可谓情有独钟。这些题材在他
的画笔下，被赋予了水彩画特有的长袖善舞的灵动
与魅力。中学时期，由于对绘画的热爱，他跟随自
己的艺术启蒙老师尚友松学习素描，艰辛和严格的
学习过程使他奠定了自己的造型基础。中学毕业
后他被分配在北海船厂，先后在车间、工会、子弟
学校工作，这段工作经历虽然是在不同的岗位上，
但却都与自己酷爱的艺术事业密切相关，始终没有
离开自己对绘画艺术的追求，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
绘画创作。在进入大学学习艺术教育之前，高东方
对绘画的追求更加侧重的是画面的艺术情感表
达。面对自己生活着的环境中，天天目之所及的大
工业的力度、港口的繁忙、巨轮与码头的立体构
成、来来往往穿梭于浮船坞之间的交通艇和拖轮，
这一切是激发他自己艺术情感的源头，这时期，他
创作了许多充满生活激情的油画和水彩画作品，并
且入选了全国美展。

进入大学阶段的学习之后，艺术专业的系统学
习和训练使高东方的专业能力和艺术认知，得到更
加坚实的积淀和提高。他也深切地意识到，不断提
升自己的绘画专业技能与对艺术表现层面的认知高
度的重要性。

于是，在以优异成绩完成了自己必修的专业科
目基础上，高东方将自己的艺术方向确定在水彩画
的创作和研究上。由于自己在工厂、港口、码头的环
境工作过，这独特的生活阅历，使他把这些宝贵的过
往与生活体验，形成了自己艺术发展道路上深切的
情感与艺术体验的交织，使得高东方的作品具有了
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从深蓝走向缤纷万千

如同高东方某些画作所传递出的，在梦幻与现
实穿梭的氤氲。“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双向坚
持，让高东方要走艺术专业道路的目光愈发坚定。
他自 1986 年参加首届“全国水彩粉画展”以来，陆
续参加了文化部和中国美协主办的包括第九届、第
十届全国美展和“中国百年水彩画展”等十余届重
要展览。并在2009年第二届山东省泰山文艺奖的
评选中，以一幅《船台的交响》荣获泰山文艺奖，成
为当年唯一获奖的水彩画。这幅以“船”为主基调
的画作，或许是时间对高东方厚积薄发的一种最好
回应。

高东方的专职工作是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院的
教授。作为教师，更加重要的工作是教书育人，而
且，艺术教育的特殊性更在于注重发现每一个学生
的不同艺术个性和长处。实际上，这种对于艺术教
育的要求是在日积月累的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
成的。艺术学院的学习过程许多必修课是在写生实
践中进行的。实际上，那种绘画教学过程的激情流
露本身，对学生来讲就是一种外在化的表达。

不少刚接触高东方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他是
一个特别温文尔雅、有着哲人思维的冷幽默师者。
实际上，熟悉的人都知道，他的心里住着一个“对大
千世界有无限好奇的孩子”。所以他有着超越现实
存在的心灵意象，他的水彩画场景极其丰富和充满
生命力。老城、港湾、雨巷、教堂、渔村、乡间……他
驾轻就熟的绘画主体从不拘泥于某个既定的画面，
有风光之美也有人文之丰，他的笔下有对寻常青岛
的思考，也有对陌生场景的探索与寄托。

“自然界带给人们无限丰富的色彩和充满生机
的环境以及丰富而永不枯竭的艺术灵感。在大自然
中实地写生，与在画室里受到局限的环境中作画，其
感受是大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中有辽阔的空间，宽
广的视野和激励着画家情感的强大气场。”高东方表
示，身处在大自然中，将心灵与自然的魂魄融为一
体，这样的写生过程，自己周边的一切都会对作品有
深刻的影响。通过水彩画这种以透明颜料作为表现
手法的形式，去感受大自然丰富和美妙的色彩，是运
用艺术语言抒发内心情感的很合适的选择。

这几年，青岛正在打造“水彩之都”城市文化品
牌。作为青岛水彩画发展的带头人，高东方的日常
除了创作和教学，也不断为“水彩之都”的城市彩色
理想做出自己的努力。在他看来，“青岛水彩”既有
历史，又有现实，还有现代，更有未来。

高东方：风景的使者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艺术在城市，
闪烁“流动的公共”

□马晓婷

艺术正在成为城市“全新的公共”。
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曾预言：“总有一天，所

有的百货商店都会变成博物馆，所有的博物馆都会
变成百货商店。”体验经济发达的今天，商业作为艺
术与城市的纽带，不断绽放着文化生活的新景观和
文化产业的新活力，更从城市有机更新的维度，塑造
着一座城市的未来图景。

近年来，“流动的公共”成为城市发展中的一个特
别关注单元。尤其是随着艺术越来越多地走入建筑、
街区，并与城市发展环环相扣，我们既要从精神的维
度关注艺术与城市，更不能剥离市场和产业的逻辑，
以更理性、务实的态度推动艺术在城市发展中释放更
大的可能性，并不时以主动的观察和发问，推动艺术
与城市相融。

在青岛，艺术之于城市，既在“焕新”，也在“更
新”。青岛是电影之都、音乐之岛、博物馆之城，有着
深厚的人文艺术底蕴。在迈向现代化城市的过程
中，既要发挥在电影工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的优
势，也要积极推动艺术城市与历史城区活化利用、公
园城市建设等紧密关联，让老街区、低效片区在有机
更新中跟上城市发展的节奏。

尽管，公共空间和商业空间所构建起的公共性
存在差异，但这也恰是青岛海纳百川的城市映像之
一。要让艺术在城市汇聚成海，资金、政策扶持必不
可少，更要通过艺术为城市构建起物理空间和精神
空间上双重“流动的公共”，让艺术成为可持续演进
的发展基因和生活日常。这样的城市未来，可能完
全超乎我们的想象。

记者手记

①②“寻龙迹——中国龙
设计展”部分作品。

王 雷 摄

■高东方

■ 青 岛
若七珠宝文
化艺术博物
馆原创设计
的《瑞龙》系
列文创。
王 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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