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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与更迭——以《杭城九墙》为例

万紫文 郎婷婷

广西艺术学院

[ 摘  要 ] 现代城市建设正蓬勃发展 , 社会精神文化建设也随之推进，艺术也在不知不觉的渗透到了我们的城市建设与改造之中。它的出现不

单单只是一个城市标志性符号 , 更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通过探究公共艺术作品《杭城九墙》来展现在城市发展改造过程中 , 公共艺

术所呈现的传承和创新为城市空间和人们带来的社会价值和纪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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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生命体的更新

2007 年 10 月开始 , 杭州市政府为了顺应城市的发展需要 , 提

出中山路综合保护工程项目。具有“南宋御街”,“天街”等称号的

中山路无论从空间分布、地理位置到地方特征都集中体现了杭州历

史文化名城的传统风貌 , 杭州城市各个时代历史地理和民间生活的

综合信息 , 在其空间格局、街巷形态、地名体系和字号门店等方面

都得到了较为完整地保存。中山路是体现杭州文化传统价值和地域

特色价值的契机所在。为此 ,市委、市政府经过深入研究、科学论证、

周密谋划 , 作出实施中山路综保工程这一重要战略部署 , 把中山路

打造成“宜居、宜商、宜文、宜游”的国际旅游综合体、“中国生活

品质第一街”及“建筑历史博物馆”。对此 , 中国美院对中山路工程

改造提出了的“有机更新”理念。目的在于“还杭州一个历史文化

名城以当代的风貌”。[1] 在城市历史生命体更新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下

杨奇瑞教授等一批艺术工作者们基于保护并复原老杭城文化 , 保留

人们情感回忆的初衷开始了《杭城九墙》的创作。最终 , 杨奇瑞教

授的《杭城九墙》与其他十一项作品共同构成中山路的公共艺术精

品长廊作为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与更迭的呈现 , 为城市化发展中的

杭州留下了一处寄托人们回忆的地方 , 开拓了中山路综合保护工程

项目的社会价值。

二、拯救失落的历史记忆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我们珍视的东西还来不及端详就已经离我

们远去了。这些东西不单单只是一个饱含着人们情感和回忆建筑或

物件 , 它们更是成为了独具时代特色的社会历史符号 , 它们反应了

社会时代的变迁 , 人们生活的发展变化 , 承载着不可磨灭的社会价

值和纪念意义。这些代表着城市历史记忆和遗存的建筑或物件亟待

我们的拯救。《杭城九墙》其内容、主题、素材都是取自当地，直观

地反映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众生活，构成作品的物件大多都是从

在拆除的老建筑中寻来的 , 其中有老自行车、老旧电表等 , 这些都

是人们曾经美好的时光缩影 , 承载着历史，通过公共艺术的视角和

创作手法来展示或是唤醒人们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作者以作品的力

量和人文化的关怀给予城市温度。作品关注当代城市空间变迁 , 贴

近生活 , 反映民生 , 引发人们对于城市空间、历史的探究和思考 ,

展现了九墙对于杭城社会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城市历史生命体的改造

与创新。

三、历史文化的延续与更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开展 , 不少城市公共艺术

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城市公共艺术慢慢走入了市场也走进了人们的

生活，城市涌现了许多具有视觉美感和社会价值的佳作。与此同时，

市场的发展和商业形式的急功近利也导致许多商业化或是对于国外

某些流行“艺术语言”的大量复制、生搬硬拽地照套照用之作的产

生。这显然会导致艺术创作为了迎合市场而不断地被临摹和改造，

被各种商业元素利用从而失去了自身的个性和灵魂。许多城市特色

和历史文化在创作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展现，这似乎已经成为每一

个现代化发展中的城市的“共通之痛”。

在未来的公共艺术创作之中，探究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是一个

不可或缺的工作。以《杭城九墙》为例，这个作品是杭州历史文化

的延续 , 它既是现代的又是历史的，九墙中的一系列元素无不彰显

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风貌和民间社会生活的延续与更迭 , 其体

现了艺术家对杭州本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一种反思。勾起了人们对

于城市美好生活的回忆，引起了人们的赞同与共鸣。

四、艺术创作的启示与延伸

而在城市建设和社会文明高速发展、多元互动的当下现实环境

中 , 艺术的发展面临着许多的挑战与机遇。公共艺术作为一种新兴

的艺术形式，正在蓬勃地发展，城市的建设与改造也离不开公共艺

术的介入。《杭城九墙》这组作品从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与更迭的角

度进行创作，给予我们当下的公共艺术创作很多的启示与思考。

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具有独特的魅力和艺术财富，有传承的、

在地性的兼具历史文化的公共艺术资源，我们一定要懂得保护和利

用好这些珍贵的“宝藏”，这些都是我们创作的财富。公共艺术作为

地域和城市精神文化生命力的体现也在提示着我们，公共艺术创作

应该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来表达对公众以及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文化

背景的独特关照，满足公众的精神诉求，展现出传达将个性、时代

精神和人文精神同自然环境相结合的作品。《杭城九墙》是一个体现

过去时代文化缩影的作品，他将地域历史文化从被拆除物体的抽离

出来，这种关注延伸至大的城市环境中体现在城市灰色空间的改造。

当今随着城市生命体的不断更新与发展，许多饱经时代变幻的街区

与场所正在慢慢边缘化，这些“城市灰色空间”也逐渐成为了城市

发展的巨大阻碍。现代城市灰色空间的改造需要艺术家们的介入，

为城市公共艺术注入不同的思潮与灵魂。

艺术的创作需要打破原本的壁垒，广纳百川、勇于创新，同时

需要尊重并探寻城市历史文脉，只有具有地域文化内涵的城市公共

艺术，才能充分的贴合作品所处的地域或城市，充分展现公共艺术

的在地性，也只有这样的艺术才能更具时代价值。《杭城九墙》的创

作是基于当今公共艺术创作与城市融合的基础之上的 , 它反映了本

地域的社会历史文化 , 展现了作品为城市空间和人类带来的社会价

值 , 是公共艺术改造城市空间的典范 , 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 , 公共艺术工作者的创作应以公共艺

术与城市公共空间融合为出发点 , 找寻公共艺术与空间环境的相互

联系 , 把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相结合。[2]《杭城九墙》的传承和创

新精神为城市空间和公众带来的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和纪念意义，

给当代公共艺术创作带来了许多启示与延伸。

参考文献：

[1] 曾令香 .《< 杭城九墙 > 艺术创作研究》[J].《雕塑》.2011

年 05 期 .

[2] 曾令香 .《< 杭城九墙 > 艺术创作研究》[J].《雕塑》.2011

年 05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