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第五届）（以下简称“空间艺术季”）是自然资源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协议项目，由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徐汇区人民政府、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嘉定区人民政府、青浦区人民政府、松江区人民

政府、奉贤区人民政府、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

2023空间艺术季于9月24日开幕，11月20日闭幕。全市范围内“1个主题演绎展区、6个重点样本展区、13个实践案例展区”20个展区

共同演绎“共栖”这一主题，充分展示上海先进的生态发展理念和技术方法，推动生态网络建设，呈现并探讨了上海大都市营造的新策略、新

方式，努力实现引领全球超大城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标杆的探索和实践。本届空间艺术季的成功举办，激发了更多人对生态空间、生物多

样性、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关注和思考，吸引更多市民为上海打造“自然万物和谐共栖之地”而共同努力。

1    立足都市，对话思考城市“共栖”

每一届空间艺术季都是一场宣传和展示上海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实践。本届空间艺术季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

开，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也是未来城市规划

和建设的发展方向。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在人口高密度、环境紧

约束的条件下，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万物共栖共生，从而建

设宜居生态、安全韧性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对上海来说是一

种挑战。

本届主题“共栖”，意在表达“生态”“环境”等耳熟能详的

概念从诞生、发展到现今丰富的整体观和多元性，以“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为基础，探讨自然与生命如何共栖。“共

栖”的英文名称METro-BIOSIS将生物界表达有机“共栖”、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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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关系的Metabiosis一词进行了改写，表达了活动立足于

都市（Metropolis）的观察思考，展现《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确定的“生态之城”理念。

2    全市参与，生态之城的探索与呈现

为突出上海的生态特色和生态禀赋，空间艺术季精心遴选

展区，在全市范围内通过“1+6+13”共20个展区，多空间表达

上海“双环、九廊、十区”的生态格局，多维度展示上海在生态

保护、生态修复、绿色低碳等领域优秀的实践探索项目。每个展

区不仅仅是一个生态项目，更是一个可阅读的故事，从中可以看

到城市的迭代发展和“生态之城”的建设历程。通过在空间艺

术季中的努力，多个展区已经变得更艺术、更生活，也更有生机

和活力，这正是我们所向往和追求的生态和生活相融合的城市

魅力。

2.1  主题演绎展区，滨水空间的“共栖”实践

本届主题演绎展区位于徐汇西岸南段，龙耀路至淀浦河4.5 km

的滨江地区。其中，空间艺术季开幕式所在的“穹顶艺术中心”——

原为上海水泥厂预均化库，经过二次改造焕新登场；由原白猫洗

涤剂场库房改造的主展馆集中展示了4个板块的室内展品，并

以多条步廊串连其中，形成内外融合的参观游线。位于S2水岸

汇的十年回顾展《每一季都是一个新的开端——上海城市空

间艺术季十年展》展现了空间艺术季自2015年以来的探索历

程；散落在滨江的30余件室外展品，集结了建筑、景观、公共艺

术等多个领域的在地创作，为这片公共空间带来了丰富多彩的

体验。在展区中，观众可以自由行走，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城市之美。

（1）策展团队：跨行业阵容强大

主题演绎展区组建了阵容强大的联合策展团队，由上海市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作为总召集人，邀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李翔宁院长领衔作为主策展人，青年策展人高长军作为

执行策展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 Lab、大自然保护协会

作为联合策展团队，著名建筑师袁烽教授担任主展馆改造建筑

师，合力形成一个集规划、建筑、艺术、生态等多行业合作的策展

团队，共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都市之策。

展览共邀请了来自中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荷兰、

希腊、以色列、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阿根廷、立陶宛等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40多个参展人/团队/机构，如艺术家邱岸

雄、Tango、克莱达特&佩蒂皮耶、徐戈、刘毅、曹明浩&陈建军

等，建筑设计师张永和、柳亦春、张斌、刘宇扬、张佳晶，以及一专

一村、无名营造社等设计师团队，国内外机构密斯•凡•德•罗基

金会、罗马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丹麦扬•盖尔建筑事务所、中

央美院设计学院、上海自然博物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平行空

间、或然景观，以及苏州市园林博物馆等，共同呈现30余个室外

展项和70余个室内展项。

（2）白猫主展馆：多领域、多学科、多视角展览呈现

白猫主展馆建筑改造保留了厂房的主体结构和大部分外立

面原貌，并对内部空间进行翻新以满足展览的需求。外部空间的

设计从场地要素出发，将由楼梯和坡道组成的漫游体系植入建

筑的外立面和场地植被间的空隙中。最大程度地保留原生植物，

同时确保外部动线可以顺畅地到达各层展区，并满足观众停留

观景的需求。



“白猫”一楼空间内的展览被命名为“风水土灵·生境空间”：

空间内包含室内本地植物群落花园、沉浸式“生态客厅”以及

数个与绿植融为一体的科普展览和艺术装置。二、三楼的作品在

“共栖”主题之下，分为4个板块依次展开：从“与谁同栖”的关

注，到“置身事内”的思考，再到“都市之策”的展望，最后到“自

然答案”的期许。

“与谁同栖”，一个自言自语的发问，关注到人们习以为常

的自然要素、动物植物，甚至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影响。“置

身事内”，一种反躬自省的态度，以跨媒介的展览内容，发人深

省地讨论自然、环境、人、城市等概念背后隐藏的千丝万缕的想

象。“都市之策”，一种宏观叙事的策略，通过3条线索组织，呈

现关于“都市与环境”的未来规划和历史对话，激发大众对于

都市的认知和行动。“自然答案”，一种转向日常的探索，见微知

著地展示生物多样性设计、公共空间使用设计以及生态远见设

计的多维探索，展开更广泛的“共栖”对话。其中“生态上海”

展项，通过影像视频、互动装置、8个关键词和相关案例，以通

俗易懂的科普方式，切片式地展现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生

态本底、规划策略和建设行动。

风土水灵∙生境空间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董全、陈芳 “都市之策” 板块， 《生态上海》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沐浴者》克莱达特&佩蒂皮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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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汇滨江：生态、活力、友好、艺术综合提升

2015年，首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以“城市更新”为主题

在徐汇滨江西岸艺术中心顺利举办，不仅推动了滨江地区的发

展和工业遗存的有效利用，也在西岸埋下了艺术的种子，使其逐

渐成为上海的艺术中心之一。时至今日，第五届空间艺术季再次

回到徐汇滨江，选择了并不那么热闹、完善的南段。这里曾经是

工厂、市政设施集聚的岸线，2018年1月1日正式向公众贯通开

放运营。相比已经拥有龙美术馆、西岸美术馆、西岸艺术中心的

滨江北段，南段岸线还是沉寂的、有不足的，甚至很多人都不知

道这段也是徐汇西岸。

本次空间艺术季不仅改造了主展馆，还在空间改造和品质提

升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助力徐汇滨江南段打造生

态宜人的滨水开放空间，探索未来“共栖”的城市实践。在滨江

沿线加强了生物多样性环境设计，增配体量灵活小巧、功能丰富

多元的“六艺亭”等服务设施，增加了儿童活动、体育运动场地，

也植入了更多表达共栖主题、有趣可互动的装置和艺术作品。比

如，实验性地打开收储用地的围墙，对原本杂乱的植物和空间进

行梳理，提供自然教育和日常休憩场所；采用简洁的设计手段，

“置身事内” 板块， 《夜游记》杨泳梁  

《躺床花园》卅吞设计  《猫知道方向》TANGO



以低维护、低成本的介入方法，对原本消极的桥下空间进行微更

新，连接两侧公共空间，为附近居民提供更友好的活动空间；在

滨江沿线增加了泵道等极限运动体育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全

新的运动体验；同时在原本单调的儿童活动空间内增加了儿童

游乐设施，为西岸滨江增添更丰富多元的亲子活动场景等。

2.2  全市展区，多种空间类型的生态提升

6个重点样本展区包括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和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个新城的相关展区。其中，示

范区展区位于上海青浦和江苏吴江交界的元荡地区，是示范区

生态修复、功能提升、岸线贯通的标杆项目。五个新城的嘉定嘉

北郊野公园漳浦河段、青浦天恩桥村环城绿道、奉贤庄行郊野

公园东片区、松江五龙湖公园和月季园、南汇新城春花秋色公

园，均是新城绿环上重要的环上公园，结合空间艺术季活动，进

一步强化生态本底，提升郊野景观，加强文化艺术植入，打造都

市旅游休闲目的地。

13个实践案例展区从不同层面展示各区特色的生态、绿色

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市民在空间艺术季期间，前往各展区看展打

卡，运动放松；参与自然研学和绿色低碳活动，与艺术作品亲密

互动。例如长宁实践案例展区、杨浦实践案例展区、宝山实践案

例展区等，结合本届空间艺术季对原本的空间进行更新改造，使

之成为市民可休闲休憩，动物可安全栖息的空间。为积极践行绿

色生态理念，空间艺术季在策展之初便秉持轻改造、可循环等理

念，多个展区也围绕绿色低碳策展，如黄浦实践案例展区、普陀

实践案例展区、宝山实践案例展区等都积极地展示和倡导相关

理念和行动。

2.3  300余场公众活动，全社会共同关注和探讨生态议题

公众活动结合“共栖”主题，延续形式多元、全龄参与，以

及兼具专业性和公众性的特色，在两个多月的展期中，开启全市

20个展区联动，共举办了近300场公众活动，线上线下共吸引了

几百万市民的参与。“去感知，与谁同栖”组织自然科普分享和

室外展区的自然空间探索等活动。“去参与，置身事内”组织艺

术工作坊，邀请公众参与共建共创活动。“去探讨，都市之策”组

织建筑规划等专业学术沙龙、论坛等活动。“去寻找，自然答案”

组织生态设计、景观设计等学术沙龙、互动工作坊等活动。“去联

1个主题展区+6个重点样本展区

主题演绎展区-徐汇滨江南段

长三角示范展区-元荡展区 长三角示范展区-双祥村展区

青浦新城展区-青溪园等松江新城展区-五龙湖休闲公园

奉贤新城展区-庄行郊野公园 南汇新城展区-春花秋色公园

嘉定新城展区-嘉北郊野公园

《躺床花园》卅吞设计  《猫知道方向》TANGO 《S1泵道》法国Hurricane Tracks团队 《河图洛书亭》张佳晶/高目建筑
摄影：田方方 摄影：田方方 摄影：杨作勋

《复园》或然景观、苏州园林博物馆
摄影：田方方



沔青公园（浦东新区）

苏河湾公共绿地（静安区）

和平公园（虹口区）

马桥AI创新实验区（闵行区）

森兰绿地（浦东新区）

环衡复音乐街区（徐汇区）

灰仓艺术中心（杨浦区）

廊下郊野公园（金山区）

山东北路（黄浦区）

外环生态绿道（长宁区）

共青森林公园（杨浦区）

叶榭镇井凌桥村（松江区）

西凌家宅路（黄浦区）

李子园公园（普陀区）

钢雕公园（宝山区）

陈家镇东滩地区（崇明区）

13个实践案例展区

动，全市动员”以运动休闲活动、展场直播等形式形成全市联动，

如其他展区到主题演绎展做快闪推广活动等。

空间艺术季采用线上线下打卡、运动休闲、开幕大直播、学术

论坛、科普沙龙、艺术工作坊、大自然探索体验等活动，开启全市展

区联动，拓展全龄受众边界，因地制宜提供多元参与的活动，加深

市民对上海生态之城的了解，吸引市民主动探索更多未知空间。

3    每一季都是一个新的开端，“共栖”的探索不息

2023年第五届空间艺术季通过展览展示和空间探索，让更

多人了解到，上海这座城市不仅是繁华的大都市，也是世界上湿

地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沿海的滩涂湿地为迁徙候鸟提供了重

要的越冬场所和停歇地，拉近了人与城市、与自然的关系。空间

艺术季通过这一场全市的高品质文化盛会，将上海生态文明建

设的先进理念和行动向全国推广、向世界展示。“共栖”是城市

的美好愿景，更是一起面向未来的信心，希望通过空间艺术季，

能够在更深层次上引起全社会共同关注、探讨“生态议题”，为

上海超大城市生态营造之策贡献智慧。

回顾过往，空间艺术季活动自2014年起筹备立项、2015年

举办第一届以来，每届都以不同主题、不同城市空间为基础，宣

传展示了上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并产生深远影响。第

一届的主展区徐汇西岸飞机库成为西岸文化长廊的艺术中心；

第二届的主展区浦东民生码头8万吨粮仓在闭幕后已举办多场

先锋、时尚活动；第三届将杨浦滨江5.5 km岸线从“工业锈带”

变为“生活秀带”；第四届更是推动了全国52个城市共同签署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上海倡议》；第五届，全市20个展

区以“共栖”为主题，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示上海先

进的生态发展理念和技术方法推动生态网络建设，呈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之城。



《复园》内开展生境空间营造坊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主展馆

2017年

2021年2019年

2015年

“花园小剧场” 艺术工作坊  摄影：卅吞设计

科普论坛《打开自然百宝箱》

未来，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将继续以“文化兴市，艺

术建城”为理念，打造具有“国际性、公众性、实践性”的

城市空间艺术品牌活动，继承发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的世博精神，通过空间艺术布展与城市有机更新实践的相

互推动，赋予城市空间更多的内涵和价值。让短期活动发

挥更大的社会价值，让永续发展的理念渗透进城市规划和

建设的方方面面。

（本文图片和文字由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和公共空间促进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