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箱和门铃合二为一，这是一名老机械工程师的作品。在信箱上将订阅的10份报纸期刊写得
整整齐齐，这出自一名老艺术工作者之手。生活中最不起眼的信箱，被“80后”设计师厉致谦一一
用照片捕捉，形成了“字与面”作品，在刚刚试运行的粟上海社区美术馆中展出。这一位于愚园路
上的上海首家社区美术馆，还收入了另外三名青年创作者颇具烟火气的作品。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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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愚园路1088弄“愚园路公
共市集”内的二层空间，上海首家社
区美术馆刚刚试运行一周有余。穿
过彩虹廊道进入展厅，社区美术馆首
展“日常说：社区影像展”正迎接着居
民与游客。

整面墙的信箱照片组成的作品
“字与面”让不少社区居民驻足停留，
“你看这个1270号信箱，不就是老爷
叔家里的嘛。”住在愚园路上的顾阿
姨拉着同行的老邻居说着，越看越觉
得亲切，“没想到不出社区能进到美
术馆看展览呀，还那么接地气，很有
意思。”

展出的200余幅照片，记录的都
是愚园路上的居民信箱。策划人厉
致谦是一名“80后”设计师，由于对
字体的敏感，这次参展时就想找一
些公共领域的手写字体，探寻背后
的故事。

他和搭档沈健文考虑过社区的
黑板报、墙上的宣传口号，甚至是小
广告上的字体，最终将目光落在了五
花八门的信箱上。

走访中，厉致谦被愚园路1266
号里一只精美的信箱吸引，这只蓝色
木质信箱上，用铁皮制作了葛和管两
个仿宋字，这是信箱制作者葛老先生
和夫人的姓氏。铁皮字旁边还有两
个用塑料制作的绿色字体刘和杨，这
是他儿媳妇的姓氏。就连门铃也按
在了信箱上，信箱内还有电路。

厉致谦敲开了葛先生的家门，原
来葛先生靠着刻苦和自学，成为了一
名机械工程师。做工程师需要画图、
写字，所以他练就了一手工整的仿宋
字。“信箱上字体的材料和排版都是
我自己选的，也算是家族的延续吧。”

走进愚园路贤邻别墅里，厉致谦
又发现了一个称得上宝库的木质信

箱。信箱上除了写上门牌号、姓氏
外，还罗列了10种报纸期刊，新闻、
体育、旅游、艺术等种类繁多。信箱
的主人秦老师是一名老艺术工作者，
10种报纸期刊都是他一个人订阅，
由于种类众多，秦老师的信箱比其他
邻居大好几倍。

厉致谦和秦老师攀谈得知，他兴
趣十分丰富，多次出国交流，爱体育
的他不但订阅了东方体育日报，家里
的大电视机主要用来看足球和赛车。

2700 多米的愚园路，厉致谦来
回走过三四遍，他和团队拍下了四百
余张照片，在展出时还做了归整，将
众多信箱分为了姓氏型、订阅明细
型、单位型、自明身份型等。“信箱上
很多字体有手工的美感，背后其实有
着家庭的力量，生活的故事。真希望
这样手工的信箱能长久留存，成为社
区生活的风景。”

上海首家社区美术馆试运行 空间里弥漫着人间烟火气

信箱和手工字体“照”出市井百态

社区美术馆里还呈现了其他青
年的作品。走访了遍布愚园路上的
咖啡馆后，摄影师姚瑶带来一份愚
园路漫游影像的“咖啡”菜单。花了
24小时，“85后”张双喜从总长2775
米的愚园路的一头走到了另一头，
每隔15分钟、27.75米拍一张照，为
百年愚园路留下了 100 张影像记
录。“这是我人生中平常的一天，也
是对愚园路的惊鸿一瞥，更是与这
条马路的对话。”

在创作的两个月里，所有参与
青年都在愚园路上走街串巷，深入

社区，过程中也会结识一些颇有特
点的街坊邻居，比如专注城市漫游
许多年的文青格里董，退休的高级
工程师“老克勒”霍老师，来自巴西
的爵士乐手爱德，致力于社区咖啡
馆事业的全职主妇 Molly。青年们
从日常出发，创造出独属于愚园路
的“标记”。

策展人徐缓之也是一名青年，在
他看来，社区美术馆不是冰冷的艺术
展示空间，而希望通过艺术和互动的
方式呈现、述说、传递更有温度的社
区历史、城市精神以及人文关怀。所

以在作品设置上，更强调烟火气，与
生活链接。

其实，这个社区美术馆是“粟上
海·公共艺术与社区营造计划”的首
个空间。徐缓之介绍，计划致力于将
艺术植入上海的街巷里弄，通过空间
改造、艺术创意、社区互动有机融合，
激发建筑活力、提升社区品质、完善
城市功能、构建美好生活。

“下一步正考虑基于社区美术
馆的展品开设一次愚园路咖啡漫
游，让社区居民或是感兴趣的青年
参与进来。”

探寻社区居民信箱和字体背后的故事

社区影像诉说城市温度传达人文关怀

愚园路上的上海首家社区美术馆试运营。 受访者供图（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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