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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上海，远远没有如同美国
纽约曼哈顿苏荷区这样一个集中的
大空间，但“ LOFT一族”对上钢十厂
冷轧带钢厂、对春明粗纺厂的相继进
入，其实完成着上海这个群体的不平
凡嬗变。

由鉴于此，到了2004年的下半
年，上海市经委看到创意产业未来的
发展方向，于同年度的11月份成立了

“ 上海创意产业中心”，自那以后到
2009年，共有四批创意园区一一挂
牌，它们俨然成为一个个的小苏荷
区。

具体来说是，2005年4月28日，挂
牌第一批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18
家，建筑面积约36万平方米，其中较
为著名的有田子坊、8号桥、创意仓
库、M50、同乐坊；

2005年11月30日，挂牌第二批上
海创意产业集聚区，共17 家，建筑面
积约64万平方米，较为著名的有海上
海、2577创意大院；

2006年5月20日，挂牌第三批上
海创意产业集聚区，13家，建筑面积
约20 万平方米，较为著名的有1933
老场坊、优族173以及新十钢。

2006年11月22日，挂牌第四批上
海创意产业集聚区，共27 家，建筑面
积约101万平方米，较为著名的有外
马路仓库、老四行仓库等。

截至2012年，倘若将没有挂牌但
自命创意园区的全部算上，今日的上
海所谓的创意园区大概已经不下数
百个，创意园区已经从当年的洛阳纸
贵成了而今的一片泛滥。

那么，在已有的创意园区这个特

殊空间中，是否真的诞生了或即将诞
生不同寻常的创意作品和创意人才？

究竟是什么让无以计数成名或
不成名的艺术家趋之如鹜创意园区
这个特殊空间，他们的感受如何？他
们的心情如何？

已有的创意园区里面有多少可
以称作是真正的“ LOFT生活”？换言
之，与今日苏荷区相比，中国上海还
有多少距离必须赶上？

正有许多个问题纠缠、盘绕、生
发在我们心头，某种意义上，这正是

“ 城市目击” 这次出击的意义所在，
带着健康的、清醒的质疑心态，逐一
进入75家创意园区中的其中一些，去
发现它们的已有魅力，去还原就中的
历史印记，同时去廓清其中的一些模
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思？

那么，接着就是出发，让我们进
入第一个创意园区，想问尊敬的读
者，它又会是哪一家呢？

创意园区：
空间不曾闭合
一切还是未定之数

先说一个概念，那便是LOFT。
在牛津词典上，对此是这样解

释的：在屋顶之下、存放东西的阁
楼。

接着延伸的解释是：由旧工厂
或旧仓库改造而成的，少有内墙隔
断的高挑开敞的空间。

上述两种含义它们产生的语境
是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更准确点
说来便是纽约曼哈顿的SOHO区。

在那里，一批贫穷但富有创造
力的艺术家，把一些空间巨大、光线
充足的废旧厂房、破败仓库廉价地
租用下来，并将其改造成富有艺术
气息的生活空间及工作场所，开创
了LOFT风格。

随后，时光不断流转，曾经只是
贫穷的艺术家们居住的城市阁楼，
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时

髦的生活方式，又推而广之，在全球
蔓延开来，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潮
流，这样，我们将看到大洋彼岸的苏
荷区(SOHO)。

在苏荷区中，有着全世界最集
中也是最大规模的帕拉第奥式或意
大利风格的仓库、厂房，也有着全世
界最大的铸铁建筑保护区。那里，艺
术新锐风起云涌，其中不乏现代艺
术史上的大师级人物；沃霍、李奇斯
坦、劳森柏格、约翰斯等。鼎盛时期，
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纽约艺术家都居
住于此，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流
连 于 GREENE 街 的 铸 铁 红 房 、
BELGIANBLOCK街的室外消防楼
梯，还有各具特色的堵堵涂鸦老墙，
充满了商业头脑的画商们，更是在
那里纷纷开设起画廊，后来，其中一
些画廊在全世界范围里获得了它们
广泛的知名度。

追逐利益是资本的永恒的特
性，那么，苏荷区成为一个艺术与商
业有着高度融合的区域，便与资本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有前瞻性
的资本，不仅让苏荷区成为全球不
同社会等级男女纷纷朝拜的圣坛，
同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它便以自
己的方式，辟通了走向创意园区的

一条路径。
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我们

还可以看到伦敦南岸艺术区这一可
以被今天定义为创意园区的大空
间。

它位于泰晤士河边，亦是利用
废旧港口码头、古老仓库改造而成
的文化旅游区，历史可以追溯到上
世纪的50年代。而今，这里已成为欧
洲最大的艺术中心，沿泰晤士河岸，
世界三大现代艺术展览馆之一的泰
特当代美术馆、英国艺术节中心、莎
士比亚环球剧场次第排开，每年吸
引着三百万的参观者。

洛杉矶酿酒厂艺术村的变身亦
让你想到了创意园区这一新时代概
念。

1888年开业的酿酒厂，由21组
不同大小、结构的建筑物所组成。到
了1980年被当地名门Carlson家族收
购，随后，起意让这个酿酒厂变身为
艺术区。而今，艺术村已经发展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艺术村，在300个单位
内聚居了约500名艺术工作者和创
作人，当中有画家、雕塑家、音乐人，
也有摄影师、网页设计师，他们在艺
术村中生活、创作，令这里充满了艺
术气息，也让世人所瞻望。

对创意园区，上海又是如何先有
一个认知？继而又有一个大的发展？

这样，我们便要说到一个人，台
湾建筑设计师登琨艳先生。

许多资料都如此地记载这样一个
细节：那便是1998年的时候，叫做登琨
艳的台湾人来到上海。那个十分炎热
的夏天，他骑着自行车沿南苏州河路
一路地寻将开来，为找一间合适生活、
创意的工作室。寻找的过程中，不慎摔
了一跤，爬起之际，他的目光被路边的
一个门牌吸引，接着的故事便是他进
入这个门牌里面，成了这个空间的租
赁者。谁也不知在他目光与门牌对接
那一瞬间，他是否已经知道这个门牌
后面包藏着的老上海故事，那是当年

上海滩数一数二人物杜月笙先生的粮
食仓库，那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戏台，
用来供杜先生查看粮库是否殷实的时
候，耳目得以快活一番。

总之，登先生在这里大动了干
戈，将约有2000平方米面积的这个
旧日粮库改造成了他的设计工作
室，自此以后，南苏州河路1305号便
逐渐地成为了城市的一个新地标，
将创意园区的这个崭新概念作了第
一次阐释。

接着的故事依然发生在苏州河
边。在登琨艳先生的创意工作室对
面数百米处，隔着那条缓慢流淌的
苏州河，来自北京的建筑设计师刘
继东先生也租下仓库用于工作室，

面积是更宏大一点的了，为5000平
方米，仓库的来历也与杜月笙的粮
库有得一拼，在当年，那是四行仓库
中的一部分。刘继东的进入有着更
为自觉的“ 创意园区”的意识，他按
照现代建筑艺术理念对当年老仓库
的改建以及随后转租分摊的方式，
不仅吸引了国内外一些知名设计公
司落户于中，还有意无意地与登琨
艳一起，在苏州河两岸形成了上海
创意产业的最早形态。

接着发生的故事，无论力度与
深度都不是登琨艳、刘继东们所能
比拟，但若要说起上海创意园区的
初试莺声，登、刘两人，恐怕是可以
说上一说的。

继登琨艳、刘继东之后，又有不
少知名或不知名的画家、摄影家、平
面设计师、广告创意者，如同小溪汇
入河流一般自发汇入于上海的一些
废弃的工厂、仓库、码头或其他种种
城市空间中，这些地域也因了他们的
不断汇入而著名，譬如苏州河一边的
莫干山路、打浦桥一带的泰康路、当
年老城厢附近的福佑路，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这些总体来说一贫如洗但
不乏才情的年轻艺术家们，希冀在这
些租金特别便宜的地方，进行他们寻
梦人生，当然，这人生是可以冠以

“ 创意”方式的，他们的心境，让我们
据此想起了60年前，在美国纽约生活
着的“ LOFT一族”。

与此同时，我们清晰地看到，与
中国所有城市一样，这个时候的上海
正经历着由前工业向后工业转型的
历史时期，数不胜数的前工业空间因
此被空置，甚至被废弃，这本身也成
了稍后创意园区泛滥的一大推力。

当年上钢十厂冷轧带钢厂便是
其中一例。

1995年期间，上钢十厂冷轧带钢
厂要作决定性转型，转型之后，坐落
在淮海西路与凯旋路一带的庞大厂

房就此闲置，夕照中寂然无声的高大
厂房成了上海现代工业遗产的一个
有些凄惨的说明。但若干年后，在有
关部门的支持和推动下，借鉴世界上
利用废弃工业建筑改建为公共艺术
中心的成功范例，空无一人的上钢十
厂冷轧带钢厂被逐渐地改造成今日
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 红坊”创
意园区就此应运而生。

坐落在苏州河边的春明粗纺厂
也是一个范例。

这工厂，当年叫作信和纱厂，随
后又叫作上海十二毛纺织厂，再后
来便是春明粗纺厂。1999年12月31
日，那天，春明粗纺厂接到上级毫不
含糊的通知：高能耗、高污染、劳动
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企业春明厂必
须停产。没有可能预见到后来M50
的盛景，只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使为
了生存，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停产
后的春明厂最初只能靠出租厂房艰
难度日，他们迎接而来的第一个艺
术家名叫薛松。

自那以后，创意园区的概念才慢
慢地成熟起来，到2005年4月，M50正
式命名，上海多了一个创意园区的新
地标。

艺术从来都来自于生活

登琨艳的到来让上海初次尝新

废弃工业建筑改建的艺术空间

75个创意园区是否良莠难辨

LOFT风格的建筑最早诞生于纽约曼哈顿的SOHO区。

M50是莫干山路50号
的简称，2005年4月成为上海
创意产业聚集区之一。

创意仓库现已进驻了
十几家创意设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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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