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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塑《你好！》是南京艺术
学院雕塑系教师冯且的作品。作
者的创作灵感源于看到南京江豚
再现的新闻，希望通过作品呼吁
大家保护长江生物的多样性，展
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冯且作品《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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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文化之根，文
明之基。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
长江孕育了长江文化，滋养着中华
文明。

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首次提出要保护好、
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延续历
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要保护好
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
江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年来，
南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
嘱托，落实江苏省委、省政府部署
要求，在长江文化的保护利用等方
面作出了积极探索。

从秦淮河畔到扬子江岸
南京建城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越

城因江而筑，扼守长江和秦淮交汇之
地，金陵邑城临江控淮。南京是长江
中下游“跨江而立”的特大城市，也
是通江达海的“丝路”城市。襟江带
河，纵贯主城的秦淮河孕育了江南史
前文明，历经千年，集聚于入江口，
汇入长江文明。代代繁衍下，南京已
成为依托长江推动中华文明连续发展
的重要古都城市，是长江大河文明与
世界大河文明互鉴的重要窗口。

作为长江流域的一颗璀璨明珠，
南京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经历了多
元的长江文化熏陶，形成了独特的长
江文化气质，也积攒了丰富的历史文
化遗存。

近年来，南京在“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和长江流域“考古中国”等

多项重大项目中不遗余力，集多方力
量深入开展越城遗址地域文明探源，
不断推动龙江船厂遗址、南朝石刻遗
址、明城墙砖官窑考古遗址保护利
用，加快并积极打造长江中下游地区
有代表性的长江文明“大遗址”和长
江文化风貌群。不仅如此，在专家学
者的指导下，南京将长江历史文化、
山水文化与城市发展相融合，以“绣
花功夫”微改造手法推动了一批历史
文化街区有机更新、风貌串联、整体
成势，打造了一批适合百姓娱乐的文
旅融合发展重点项目，让历史文化和
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南京长江文化
研究院成立后，在研究院的推动下，
南京不断深化长江文化研究与传播，
利用世界文学之都、国际和平城市品
牌，开展“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

产论坛等活动，推进中国明清城墙、
“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以弘扬长江文化、促进世界不同河流
文明交流互鉴。

从秦淮河畔到扬子江岸，从生产
岸线到生态岸线，生态文明底色也被
不断擦亮。鱼嘴湿地公园、绿博园、
万景园，一颗颗“绿宝石”串联成线，
耀眼地镶嵌在“黄金带”上。不懈努
力下，目前，长江南京段已基本建成
了滨江绿道，建成幕府滨江、湿地城
市公园等多个高颜值长江文旅“打卡
点”。不仅如此，南京主动有为，与
长江沿岸城市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持续改善长江生态环境，推动岸
线生态修复、功能提升，守护好“一
江两岸”绿水青山，致力于更好地体
现和弘扬长江生态文化的时代内涵。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南京段开篇布局
长江文化沿黄金水道轴线而起，

向南北两翼扩散，从长三角城市群
逐步向周边区域渗透，进而辐射全
中 国。2021 年 12 月， 国 家 文 化 公
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启动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把长江江苏段
列为八个重点建设区之一。南京作
为长江进入江苏的“第一站”，是
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重要理念的
提出地和实践地。

2022 年 11 月 18 日， 南 京 长 江
文化国际雕塑艺术邀请展开幕。由
十位国内外艺术家以长江文化为主
题创作的 10 件雕塑在南京鱼嘴湿地
公园正式与市民见面。据悉，本次
国际雕塑艺术邀请展，创作导向以
公共艺术为语言，公众共建为形式，
以人民为中心，邀请广大市民通过
网络票选实施作品，把城市公共艺
术的审美权利、选择权利交给市民。
除此之外，长江文化国际雕塑艺术
邀请展还承载了南京的一个“小目
标”：以国际化风格的城市雕塑营
造当代滨江艺术空间，为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南京段建设开篇布局。

“让公众参与、表达、拥有决策
权，是公共艺术讲述长江故事的重要
表达方式。”策展人、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馆副馆长林书传说，“我们希望
这次有益的尝试，能为今后公共空间
的艺术创作和评选‘打个样’。”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雕塑艺术创
作，去年 7 月，当 15 位国内外艺术
家受邀来南京实地考察，饱览长江南
京段的自然、生态、人文之美，寻找
创作灵感之时，就被告知：组委会、
学术委员会、公众网络投票各占 1/3
权重，这也是中国国内公共艺术评选
首次实行“三三制”。邀请展总策划、
学术委员会召集人、南京艺术学院美
术馆馆长李小山认为，“城市雕塑是
公共艺术品，公众不应该只是结果的
接受者，而应该是决策的参与者，他
们要有话语权。”

诚然，此次雕塑展以南京广阔的
滨江岸线为舞台，兼顾公众性和艺术

性，以打造滨江风光带的文化艺术新
名片为出发点，聚焦长江文化的艺术
表达。最终，从 15 位艺术家提交的
46 件设计作品中遴选出了 10 位艺术
家（冯且、蔡磊、吴达新、焦兴涛、
马特·霍普、史金淞、沈烈毅、谭勋、
管怀宾、张增增）的 10 件高水准、
高人气的雕塑作品，为滨江岸线注入
艺术活力。

雕 塑 家 冯 且 的《 你 好！》 就 坐
落在公园 1 号门附近，该作品用拟
人的手法，截取江豚在水中的可爱
姿态，采用扬起侧鳍的造型向市民

“挥手致意”，以示友好与感谢。“此
件作品的创作源于看到的一则南京
再现江豚游弋身影的新闻，希望通
过公共艺术作品唤起大家对于保护
长江生物多样性的意识，也想通过
公众与作品的互动展现绿色发展理
念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据悉，
该作品在江豚的双鳍、脑袋上还特
别留有小孔，到了夜间，光源会从
江豚内部透出，营造出江豚跃出水
面的波光粼粼之感。

雕塑家蔡磊的《江山》则是对
长江文化的当代诠释和全新表达。
整个作品由一段总长 9 米的钢板构
成，它蜿蜒曲折地从 5 米的最高处
渐渐降低到接近地面的高度，以强
烈的视觉冲击寓示江河
万古奔流，文明生生不
息。雕塑家管怀宾的《渡
园》 把 空 间 分 隔 成 迷 宫
一般的小小花园，墙壁
上的巨大镜子可以 360
度翻转，转动时带来时
空 流 动 交 错 的 效 果。 迁
居中国的英国艺术家马
特· 霍 普， 是 唯 一 入 选
的外籍艺术家，他的作
品《河流是雕塑》是一
组两个弯折成一团的不
锈钢管。艺术家把长江
化作一条线，61 个弯曲
代表着 61 个点。“我在
地图上看长江，慢慢地

数河道的弯曲点，沿着河道穿越内
陆，一共数了 61 个弯道，它们形成
我心中的 61 个点。”马特·霍普这
样解释自己的创意。

6000 多公里的长江岸线，曲折
的江湾、温柔的江波，江中的生灵、
江上的飞禽，江岸的渡园、虹影、落
日……以艺术重塑长江岸线，让滨江
风光带既是生态秀带也是艺术纽带，
南京正通过“雕塑展”这一公共艺术

事件的长期运作，以公共艺术为媒
介，以文化事件为抓手，联动更多
的优秀文艺工作者创意创作，聚点
成面，展现长江南京段生态文明
之美、历史文化之美、时代精神
之美，推动长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邬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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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

焦兴涛作品《江畔虹影》

蔡磊作品《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