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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新年伊始，百年淮海路迎来新气
象。穿过南北高架，天桥转角处，上海妇女用品
商店已然一片新意。回望璀璨的历史，似乎她
还是那个她，但是仔细端详，却又发现似乎哪里
有所不同了。“以独特创意绘就新年图卷，用Z
世代画笔展现世界的绚烂多彩。”新年伊始，围
绕上海妇女用品商店的18个沿街橱窗，被多位
青年艺术家用画作装点一新。青春洋溢朝气，
点亮老牌商业街区的新活力，这次“艺术焕新”
也拉开了上海妇女用品商店调改升级的序篇。

青年报记者 冷梅

妇女用品商店展现年轻态

青年艺术家“造”场百年淮海路

艺术橱窗焕“新”妇女用品商店

对策展团队而言，“zào”场
青年艺术家孵化项目，以上海妇
女用品商店为线下艺术创新的
实体，目前已经走过三季。

2023年8月，第一季展览以
“沿街两米半”为主题，通过青年
艺术家的作品，解读了“上街沿”
之于商业橱窗艺术表达的多重
可能性。延展“两米半”的心理
半径，试点艺术激发街区活力的
更多玩法。车水马龙之间，艺术
从橱窗延展到街边，也让艺术更
好地融入城市肌理，成为城市文
脉焕新的一部分。

2023年11月，第二季展览以
“城市变线”为主题，让青年艺术
家诠释时代潮流之下的城市更
新，对城市过往的感悟，展望城市
未来的纵向变迁。目前，第三季
作品以“画意新生”为主题，诠释
着青年艺术家对中国传统节庆的
理解以及生活场景的重构。

90后策展人杨一认为，在淮
海路上海核心商圈，18个橱窗规
模化展示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是非

常少见的，艺术赋能老牌商场的价
值逐渐显现，其触角包罗万象，表
达画意新生。而在夜晚，百年淮海
路霓虹闪烁，这个充满特色的艺术
场域也不断释放着新的化学反
应。“这些青年艺术家的表达又不
是孤立的，作品也会和上海妇女用
品商店原来的品牌、橱窗服饰产生
呼应，形成对话。”杨一说。

梁丹辰的巨型纸艺装置作品

《桃夭·青粲》拥有明显的女性特
质，与上海妇女用品商店的功能
定位不谋而合。商店几个知名的
服饰品牌、内衣品牌也成为艺术
展示“共创”的核心。这些产品品
牌从历史走来，讲述着妇女用品
商店曾经辉煌的过去。如今，Z世
代的艺术表达链接未来，重新唤
起新兴用户与老牌商场新的情感
联结，讲述新的品牌故事。

“画意新生”，正如这次“zào”
场计划的主题，创建于1956年的
上海妇女用品商店也在新年显示
出了新意象。商店联手上海青年
艺术博览会特别推出画意新生
——百联“zào”场青年艺术家作
品展（第三季）。漫步街区，你会
发现，这里每个橱窗都像是一个
独立的艺术世界，在展出艺术作
品的同时，更表达着青年艺术家
对于节日以及生活的想象。

观众可以走近艺术作品，近
距离感受青年艺术家的细腻情
感以及创意手法。统筹此次展
览的90后策展人杨一希望通过
橱窗艺术展，激发公众对艺术的
兴趣，促进艺术与公众之间的交
流与互动。让每一位城市中的

“旅人”都能在新的一年找到属
于自己的万物新生。

有关街区与艺术的对话，商
业与青年的对话，也在三季展览
中徐徐拉开。此次展陈的艺术
家来自全国各地。这里不但有
青年艺术家对于商业以及文化
的关注，年轻的消费者也重新

“走近”68岁的老牌商场，打卡围
观，感受它的历史流变。

多个艺术橱窗里，冰淇淋色
系、毛茸茸的质感，突出故事性，
非遗重新演绎，年味流淌新意，
俏皮的艺术表达间，无处不焕发
着活力。商业体作为城市空间
载体，焕新的意义莫过于打破年
龄界别，与新兴的消费群体产生

新的联结与对话。
来自青年艺术博览会的95

后艺术家梁丹辰带来巨型纸艺
装置作品《桃夭·青粲》。其主材
选用EVA海绵纸及铁丝。整体造
型灵感来自石蒜科属多年生草
本植物朱顶红，其配色采用中国
传统色中的“桃夭”和“青粲”。
朱顶红寓意吉祥，象征着热情与
激情、美丽与欢乐、希望与幸福，
以及勇敢与坚韧。她的创作初
心是希望通过艺术作品来表达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并努
力将创作的纸艺花作品赋予“精
神内核”，诉说自己的内心世界。

94年的青年艺术家王萱带来
作 品《胡 思 乱 想 的 怪 诞 公 园
NO.01》，通体羊毛材质，具有鲜明
的年龄属性。这一系列作品以梦
境铺陈现实世界，以自身的情绪
和切实感受尝试将年轻女性心灵
与社会定位之间所存在的矛盾物
化为具体的动物或身体局部，其
寓意不仅仅是作品中的它们，也
是对于生活的影射和遐想。

“在这件作品中，我想寻找
一种不那么强硬的接触形式，所
以选用柔软的羊毛和清透的水
晶珠等材料。这些形象暗喻现
实世界中畸形怪诞的人、事、物，
我以非寻常和丰富的色彩来展
现它们，营造一种梦幻而多彩的
整体氛围，而松软的材质与作品
中想表达的生命的柔软，有一种
感官语汇的契合。”王萱说。

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总监
王芳说到一个细节：“我们在美
院招募青年艺术家时，常常发
现，艺术院校学子身处校园，很
难找到合适的平台将自己的艺
术表达展现到更大的舞台。能
够在寸土寸金的淮海路，借助艺
术橱窗进行作品展示，是一个非
常难能可贵的机会。”

有趣的是，艺术橱窗里不但
有作品展示，每个作品还配有青
年艺术家介绍和作品导览，可扫
二维码进行深度互动。通过这
个平台，三季展览已经呈现了50
位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借此机
会，很多青年艺术家不但提高了
作品知名度，找到了新的职业契

机，也实现了艺术梦想。
“借助艺术策展，一来，可

以为年轻的艺术家提供创作舞
台，让艺术与商业街区通过共
创方式产生新的火花。二来，
通过调动商业空间资源，转变
为开放性的文化艺术创作平
台，将进一步打造别具魅力的
商业文艺新场域，这次率先试
水也掀开了下一阶段妇女用品
商店调改升级的序章。”上海妇
女用品商店营运副总经理史雯
告诉青年报记者。

更重要的意义，是生态的搭
建。艺术赋能商业街区，为商业
注入新意，也把年轻受众重新引
来了此前和她们生活关联度不

高的妇女用品商店。艺术与商
业的联手，彼此找到了相互引流
的路径，在更丰盈的消费场景呈
现之下，是双向奔赴，也是一种
彼此成就。

这次“焕新”作为上海妇女
用品商店调改的前奏，史雯坦
言，确实尝到了甜头。展览期
间，一直有年轻人跟随艺术橱窗
一路打卡过去，连商店员工也感
受到了商业活力的提振。“曾几
何时，她一直引领着时尚潮流，
曾是商业标杆。今年，妇女用
品商店将迎来全面升级改造，她
会一层一层打破自己，不拘泥于
店名局限，会拿出更开放的姿态
寻找突围之路。”史雯说。

商业与艺术实现双向奔赴

用艺术语汇调动街区活力

市民路过“橱窗展览”。

青年艺术家在妇女用品商店的橱窗里开起了展览。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橱窗内展出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