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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文创园区而言，它的价值
所在不仅仅取决于它的外貌。园区的改
建正如修建了一个精致的花坛，至于其
中能否栽出姹紫嫣红，同样在于它所承
载的内容。

对园区进行规划提升后，云间粮仓围
绕人文松江建设和“书画之城”的打造，在
园区内设立云间艺术馆、艺术家工作室
等。同时也策划云间艺术季、云间大讲堂、
云间文创市集、筒仓露天电影等丰富多彩
的艺术活动，逐步打造成为吸引广大青年
人、大学生、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其中名人的入驻对于园区影响力的拓
展有着重要的助力。去年4月，18位两院

院士参加了云间粮仓项目奠基仪式，并有
125幅院士书画被捐献给了松江区，园区内
的老厂房也被改建成两院院士工作站。据
园区工作人员介绍，未来园区条件成熟后，
不少院士会在这里进行日常工作。

著名画家何曦作为最早一批入驻云间
粮仓的艺术家，为自己挑选了一个非常别
致的空间作为个人工作室，那是一处在上
海非常罕见的捷克式双顶建筑，如今也成
了许多建筑爱好者和游客的打卡圣地。

在今年的上海旅游节期间，上海滑稽
界的大师王汝刚将个人的艺术工作室搬进
了云间粮仓。工作室坐落在粮仓正中间的
位置，对面就是园区内唯一一栋玻璃幕墙

建筑。王汝刚还带着好友们一起参观粮
仓，并与他们笑称：“粮仓，是个象征丰衣足
食的地方，在人们记忆里永远是闪耀着金
黄的希望的地方。就是现在，站在空旷的
晒谷场上，都能切身感受到人们在这里庆
贺丰收的喜悦。”

名人艺术家的纷纷入驻确实带来了许
多文化气息，但同时云间粮仓也非常看重

草根群体的自我表现。园区内的时尚创意
涂鸦项目有着整整十面大型的涂鸦墙，最
大的一幅就是寓意着落叶归根、不忘故土
的《十鹿九回头》，其他的许多涂鸦空间也
将留待个人艺术家尽情发挥。园区表示，
会大力支持草根群体在云间粮仓发挥他们
的艺术能量，也希望云间粮仓会成为个人
艺术家展现自己的平台。

云间粮仓文创园中还有不少别致的
场所，比如生长在室内的麦田——“云间
半亩田”就成了一处网红景点，伸手就能
轻抚麦浪，抬头得见软软的云朵，这幅景
象确实让人产生空间相叠的感觉。

场馆工作人员表示，云间粮仓毕竟以
前是个粮仓，粮食文化是这里的底蕴。就
像如今的园区大广场，以前就是大型晒谷
场，无数的谷穗在这里成为米粒，无数的
麦子在这里装包成面粉，如今虽然空间的
功能不同了，但是希望把这种粮食文化作
为人民的精神食粮保留下去。

在上海著名的“啤酒阿姨”去年也入
驻了云间粮仓，并成为这里最大型的餐
饮区域，老式的木制方桌和长凳，大型的
吊扇，满满都是老上海的风格，而啤酒又
是西方传入的饮品，两者的结合别有一

番风味。
云间粮仓的“啤酒阿姨”还有着一座

大型的啤酒博物馆，室内保存着10000多
款来自世界各地的啤酒，酒精度数从零度
到70度，单品售价从十几元到数千元都
有。同时博物馆还以观赏、体验、互动的
方式，向顾客展示世界啤酒酿造过程和发
展演变，以及展示各种啤酒原料、酿酒设
备、灌装设备。

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云间本就是
粮仓，中国也有非常深厚的酿酒文化，
虽然啤酒文化是外来的，但能与我们松
江本土的粮食文化相碰撞，依旧能产生
很多火花。这样啤酒博物馆不仅让游
客在物质上得到满足，也能感受到文化
上的魅力，无论是哪一种结合，都是很
有趣的。

生活周刊：八号桥之前的 1908 粮仓

做得非常成功，云间粮仓同样是粮仓改

造，同样是滨水空间，那么之前1908粮仓

的哪些改造经验也运用在云间粮仓的改

建上？云间粮仓除了面积更大之外，在改

造中还有哪些新的挑战？八号桥未来还

会对哪一类的空间改造更感兴趣？

鲍颖：八号桥艺术空间1908粮仓与
云间粮仓的改造都遵循“修旧如旧”的理
念，最大程度上保留老建筑独特的历史韵
味。八号桥艺术空间1908粮仓是三层的
独栋建筑，而云间粮仓体量比较大，占地
面积136亩，共68栋建筑，建筑面积近4
万平方米。我们需要考虑整体规划，包括
建筑修缮、绿化灯光、导览系统、配套设施
等，工程浩大，因而前期邀请世界知名设
计公司贝尔高林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八
号桥集团目前在上海及外地拥有10多个
园区，定位特色各不相同，包括文创、科
创、教育、体育等，云间粮仓是“科创+文
创+农创”综合体的概念。未来集团会抓
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机遇，充分发挥在
老厂房、老建筑改造方面的经验和优势，
适时开拓新的项目并考虑进行品牌输出。

生活周刊：云间粮仓除了本身融合了

科创、文创、农创这些特点之外，也有不少

名人效应，比如王汝刚、何曦、两院院士等

工作室的入驻。您如何看待名人资源与

创意空间的结合，云间粮仓计划如何更好

地运用这些资源？

鲍颖：2019年4月，18位两院院士共
同启动云间粮仓项目，为园区建设注入了
科技内涵。名人效应对于园区拓展影响
力、丰富文旅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云
间粮仓正积极打造艺术家驻留目的地，已
引入艺术家何曦工作室、何佶佴-挥发艺
术中心、“欢喜缘”王汝刚艺术工作室等，
年底将依托青年艺术家平台“对岸”，邀请
全国八大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大
学上海美术学院等知名院校的优秀青年
艺术家在松江开展采风、创作、展示。云
间粮仓将借助这些名人资源，开展丰富的
文化艺术活动，譬如以王汝刚艺术工作室
为依托，举办海派文化大课堂、名家大师
面对面、“粮仓雅集”系列演出等特色活
动，包括京剧、昆曲、越剧、沪剧、淮剧、独

脚戏、评弹等，让非遗项目走进百姓生活，
弘扬海派文化、江南文化。

生活周刊：云间粮仓在刚刚结束的旅

游节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度，这次旅游

节的经历为云间粮仓大力发展文旅产业

方面带来哪些经验？

鲍颖：9月12日，云间粮仓云府游园
会暨“秋季寻根 根深叶茂”2020年松江旅
游节开幕式在云间粮仓顺利举办；同日，

“欢喜缘”王汝刚艺术工作室揭牌并举办首
场海派文化大课堂，堪称一场文旅饕餮盛
宴，近66万人在线收看活动直播，云间粮
仓还作为松江区推荐地点成功入选16个

“夜游上海好去处”，这些成果都非常令人
振奋。云间粮仓今年以来举办了艺术展
览、云间大讲堂、云间文创市集、露天电影、
爱粮节粮主题日、江南丝竹音乐会等20余
场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树立了以活动
兴园的理念，接下来将联合市区重要节庆，
不断提升活动策划组织的能力，并将活动
与招商相结合。

生活周刊：云间粮仓的建设还在持续

中，包括由筒仓改建的酒店，还有一些亲

子类、体育类的设施改建计划，您能否具

体介绍下未来云间粮仓的这些计划以及

希望达成的社会效应？

鲍颖：接下来园区将抓紧推进招商和
租户进场装修工作，包括亲子休闲绿地
（联合洛克公园打造）、VR体验中心、筒仓
酒店、民宿等，实现年底正式开园。其次，
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实现智慧化管理
服务，按照3A级旅游景区标准建设旅游
公共服务点、旅游停车场等；在现有基础
上继续推进园区建筑修缮、夜间亮化工
程、绿化种植等。最后，联动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和两院院士资源，做好院士楼建
设，打造众创空间。围绕人文松江建设和

“书画之城”的打造，做好云间艺术馆、艺
术家工作室、两院院士艺术馆等文化场馆
建设，继续策划云间艺术季、云间文创市
集、筒仓露天电影、音乐会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包括举办王汝刚海派文化大课堂、
挥发艺术中心开幕展（10月初），汪家芳
画说徐霞客游记展（10月底），邀请优秀
青年艺术家在松江开展采风、创作、展示
（12月底）等，将云间粮仓逐步打造成为
吸引广大青年人、大学生、游客的网红打
卡地、人文松江全域旅游新亮点。

生活周刊：如今市集文化有着很大的

热度，之前云间粮仓的后备厢市集也颇受

年轻人欢迎，在市集开发这一块，未来云

间粮仓有何设想和计划？

鲍颖：云间文创市集通过汇聚长三角
的优秀文创、非遗、手造资源，搭建孵化和
培育更多优秀原创工作室、匠人、设计师、
高校学生的市场化平台，满足消费升级带
来的市民品质文化消费需求。10月份园
区还将举办“你停我看”百车后备厢市集，
规模较上次更大。今后的市集将细分受众
市场，尝试不同类型的市集，包括适合亲子
的游乐市集、美食市集、旧物市集、非遗市
集等。

今年的上海旅游节可谓让试运营的云
间粮仓有了一个展示自己风采的舞台。作
为“秋季寻根 根深叶茂”松江旅游节的重
要组成部分，云间粮仓举办了海派文化大
课堂，由王汝刚主讲“独角戏艺术漫谈”，受
到了到场市民游客的热烈欢迎。

为拉动夜间经济、丰富市民精神生活，
云间粮仓在松江旅游节期间还策划了一场集
聚文创、潮品、非遗、手造的“云府游园会”，除
室内摊位外，还特别设置了后备厢集市，希望
游客不仅仅游集市，还可以畅游园区，品味苏
式粮仓，欣赏秀丽河景，邂逅艺术涂鸦。

园区开发者表示，希望未来的云间粮
仓不仅是集合文创、科创、农创的园区，也
能开发出更多的文旅属性，拉动更多的经
济效应。在园区内一些设施的改建升级
中，就格外重视这一点，例如园区内非常醒
目的老式筒仓目前就在改建中，园区方面
计划将这8个高达24米的筒仓变成时尚酒
店，外墙则继续作为露天放映墙。在园区
开发者看来，老式粮仓虽然已经过时，但它
们依旧保留着历史和文化价值，提炼出这
些价值并与文创和旅游相结合，让老建筑
产生出新的社会功能。

■对话

漫步“云间”收获现代精神粮仓

鲍颖
上海八号桥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CEO

云集“科创、文创、农创”特色众创空间

斑驳的青砖墙面，做旧感的铁架、水泥
墙，还有广场上那台引人瞩目的风筛比重
精选机，走进云间粮仓文创园，历史的沧桑
感扑面而来。

松江被誉为上海先民繁衍之地和历
史文化之源，这里本就有着拾不尽的历史
碎片。云间粮仓比邻醉白池，倚靠人民
河，它的原址，曾留下过许多故事，晚清著
名文人袁昶撰文、俞樾篆额的碑《重修普
照寺碑记》如今是园区内的文物保护点。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建起了著名的“南门
粮库”，其中就有数十座苏式的“万担仓”
整齐地排列着。

据园区开发者介绍，当初八号桥集团
计划开发这片土地时，南门粮库已经废弃
多年，可谓一片荒凉，所幸那些几乎与新中
国同龄的“万担仓”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这些都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有着很
可观的改造空间。

八号桥集团之前曾把杜月笙的粮仓
改建成了 1908 粮仓艺术空间，成为沪上
网红景点，而对于云间粮仓的改造，八号
桥集团也下定决心要尽可能保留这里的

历史气息，尤其是突出松江当地的文化特
质。这占地 136 亩的园区大部分原建筑
被保留了下来，并加入了许多充满时尚感
的文化元素。

例如利用原有建筑留下的红瓦、青瓦
在屋顶拼贴出科技文化元素，如爱因斯坦、
居里夫人屋面马赛克；同时设置《十鹿九回
头》《松江府城图》《粮仓老设备》等十多处
艺术涂鸦及雕塑装置。做旧感的铁架、红
瓦、水泥墙、砖与砖之间的缝隙，营建出一
种粗犷的工业朋克气息，同时保留建筑原
始的红砖外立面、高窗和木质大门，给整个
建筑增加了不少硬朗的艺术感。

当然许多高新技术也被运用于云间粮
仓的改建之中，借助历史中轴线、二维码语
音导览，实现历史与现实、人与建筑景观等
不同艺术形式间的对话。借助声光电等多
媒体技术，开展筒仓灯光秀，也让老建筑变
得时尚、有高科技感。

园区开发者表示，云间粮仓的改建就
是为了在保留历史古风、文化传统的同时，
运用时代的审美和科技的元素，为这片老
粮仓注入新的灵魂。

传统 与 创新融汇

名人 与 草根共存

文化 与 旅游携手

物质 与 精神契合

云间粮仓的当代艺术装置。 本版受访者供图

云间粮仓改造前旧貌。

云间粮仓新颜。

云间半亩田网红摄影打卡点。

①何曦工作室。
②“啤酒阿姨”啤酒文化博物馆。
③粮仓建筑夜景。
④太空花园、机甲涂鸦墙。

④

①

② ③

云府游园会。

松江古称华亭，别称有云间等，如今
在这片有几千年历史的鱼米之乡依旧可
见青砖红瓦交织，朴素的农业风和复古
的工业风融为一体的仓房。只是今天，
它的内涵已经完全不同，昔日的苏式粮
仓成了艺术家的工作室，卸货码头成了
休闲水岸，高大的面粉筒仓即将变身时
尚酒店……这片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松江粮食行业发展演变、凝聚了几代人
心血的地方，仿佛穿越了时空，形成了文
创结合旅游的新形态。期待云间粮仓能
成为当地百姓与游客们的精神粮仓。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