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馆与美术馆所打造的场景复

原和展陈设计总归是有限的， 不能完

全替代原有场域所固有的物质形态和

精神气质。 于是， 越来越多的策展人

和艺术家开始寻找具有特定意义的空

间 ， 并且专门为这些场域创作 作 品 。
比如世界级的艺术大展中， 最讲究艺

术 作 品 场 域 性 的 德 国 “明 斯 特 雕 塑

展”。 这个十年才举行一次、 间隔时间

颇久的国际大展， 把整个城市作为一

个巨大的展示空间， 将艺术作品与场

所的契合度与融合度作为艺术创作的

前提条件， 让艺术作品以介入式或镶

嵌式的方法， 进入各种公共空间的专

属场域，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确保了

艺术作品与一个城市的建筑 、 人 文 、
自然环境等之间的深度连接。

本届明斯特雕塑展上， 土耳其艺

术家艾施·艾克曼在明斯特城北的河道

下搭建了一座栈桥， 人们可以踩着它

淌水渡河。 这座建造在水面之下的桥

梁， 不仅让工业港口的两岸链接在了

一起， 更重要的是， 在水上行走曾被

视为神迹之一， 现在， 每天都有成百

上千的 “神迹” 在那条河流发生， 淌

过河水的每一个人也都成为艾克曼作

品的一部分 。 这件取名为 《在 水 上 》
作品的有意味之处就在于不同人群对

作品的不同解读， 有的觉得诗意和浪

漫， 有的联想到了宗教里的 “渡”， 还

有的认为是对全人类普遍命运的关照

……在表面轻松欢乐的同时， 这件作

品居然产生如此丰富的想象和 解 读 ，
这恐怕与在真实的现实生活环 境 中 ，

用艺术方式介入后， 观众获得的新奇

感和陌生感分不开。 而这些是特定场

域才能带来的多样感受， 是任何一家

博物馆、 美术馆那种中性闭合的空间

所无法达到的。
另外一件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

品是法国艺术家皮埃尔·于热在废弃溜

冰场上创作的 《未来生命之后》。 整个

空间经过艺术家的改造后像极了一个

庞大的考古挖掘现场， 在保留了破旧

外观的历史痕迹和氛围之外， 这个空

间被艺术家挖了几个巨坑， 形成了丘

陵般的景观。 与此同时， 天花板上长

满了苔藓， 有几个天窗时开时闭， 像

是一个连接宇宙的通道， 极具未来感。
在这个空间中 ， 除了混凝土 、 粘 土 、
塑料泡沫、 碎石瓦砾、 污水这些物质

之外， 还有藻类、 细菌和苍蝇等各种

生物 。 据说 ， 这是艺术家基于 时 间 、
生物和媒体技术所设计的一个生态系

统， 一切都由他控制。 这件作品是否

真能被观众理解和接受 ？ 不得 而 知 ，
但有一点可以确信的是， 但凡到过现

场的人， 无一例外地被这种强烈的现

场感所震憾 ， 人们产生不同的 反 应 ：

或被吸引， 或被威胁， 或感到一种力

量， 一种庞大而神秘的力量……总之，
面对这样的现场， 你， 绝对不会无动

于衷！ 而这样的强烈而又难忘的观感

体验绝不单单是艺术家的作品所能赋

予的， 更多的是艺术家利用这样的空

间营造出来的场域氛围所激发出来的。
由此可见， 艺术作品作为人类精

神活动的产物， 它从来就不是孤立的

永恒之物， 它的双重属性， 既是物质

的， 又是哲学的， 决定了它的存在一

方面严重依赖于阐释系统， 另一方面

无法脱离空间中的诸多因素。 如同杜

尚的 “小便池” 之所以能够称之为一

件艺术作品， 无法与放置这个小便池

的特定场所———博物馆分离， 否则它

就是一件日常生活用品。 艺术发展到

了当代 ， 越来越倚重于空间 、 环 境 、
场所等对它的影响， 很多时候， 与环

境的匹配度、 与场域的融合度甚至成

为我们判定一件艺术作品好坏的关键

因素， 有的甚至决定了该艺术作品是

否成立的前提。
（作者为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

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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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被忽视的艺术作品的空间际遇

艺术自它诞生那天起， 就与场域

的关系密不可分。 无论是人类早期的

洞 穴 壁 画 ， 诸 如 西 班 牙 阿 尔 塔 米 拉

《受伤的野牛》， 还是中国著名的佛教

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 以及遍布欧洲

各地教堂里的湿壁画 、 油画 与 雕 塑 ，
都与周边的建筑、 环境、 空间等紧密

相关、 天然相连， 有的甚至直接附着

于建筑之上。 中外艺术史上， 很多经

典之作的外观和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作品得以实现的那个空间构型和场

所特色， 比如中国的四大石窟， 比如

西方教堂内的天顶画。
然而今天 ， 当 我 们 走 进 博 物 馆 、

美术馆欣赏艺术作品时， 实际上这些

艺术品早已经剥离了其产生的创作环

境和历史情境， 完全被悬置孤立了起

来。 失去了情境的对应性， 那么我们

如何理解这些艺术品 ？ 现在 博 物 馆 、
美术馆的通用做法大都采用 “还原型”
的布展方式， 力图通过 “复原” 艺术

品的历史场景来激发观众的 想 象 力 ，
实现人与物合二为一的时光之旅。 当

然， 这里所谓的 “复原” 场景， 其实

远非对历史的真实还原， 而只是策展

人以象征某一时代的某一具 体 场 景 ，
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观赏氛围， 试图

借助场景化的提示， 调动每位观众的

想象力和认知经验， 去理解和感受不

同时代不同国别的艺术品。
实际上， 一切艺术品除了表面的

形式之外， 都表达了该艺术来源的文

化价值观， 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强

烈的地域文化特色。 因此， 眼下博物

馆、 美术馆除了致力于提供高品质的

艺术品之外， 还着力于运用各种展陈

手段， 让观众尽可能多地获得艺术品

背 后 的 历 史 、 文化 、 价值观等信息 ，
从而弥补因失却情境对应性而造成的时

空障碍和隔阂。 比如近期正在故宫武英

殿展出的 《赵孟頫书画特展》， 就充分

注意到了这一点， 运用大量的现代造景

手段， 包括古典家具和文玩， 还特意在

展厅内搭建了一间书房， 努力营造出传

统中国文人士大夫生活和创作的那个场

所的 “气氛”， 让观众产生一种代入感，
不自觉中进入一个由策展人和设计师共

同创设的特定情境之中。
但是， 难题还是接踵而来， 博物

馆 “复原” 场景的依据何来？ 艺术品

与艺术品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 展览

叙事采用什么逻辑？ 所有这些都有赖

于阐释。 不同的博物馆、 不同的策展

人， 如果采用不同的阐释系统与不同的

阐释方式， 可能带给观众完全不同的观

看体验。 当然， 阐释方式最终实际上是

通过空间这个载体与具体的展陈方式来

完成和生效的。 观众进入博物馆和美术

馆， 其实是从一个生活的空间跃入一个

脱离了生活的艺术世界里。 在这个艺术

世界里， 每一次展览， 不仅意味着更换

一批艺术品， 重新进行一次布展， 更重

要的是博物馆与美术馆本身情境的改

变。 观展动线的规划， 艺术品的顺序、
分布、 悬挂或定位， 作品与作品之间的

疏密关系， 作品与展品之间的组合， 展

签位置的高低， 甚至包括照明和展墙的

颜色等， 这些都是表现展览主题的关键

和细节， 也是对展览和艺术作品进行不

同阐释的依据和前提。

傅军

公共艺术 （Public Art） 起源于美

国 20 世纪 60 年代推行的约定公共艺

术 费 用 比 例 的 “ 艺 术 百 分 比 计 划 ”
（Percent for Art Program）， 之后 各 国

起而效之， 从而掀起了一股世界范围内

的公共艺术建设热潮。 表面上说， 公

共艺术的成长与一些国家的文化资助计

划直接有关， 实际上， 它与二次大战后

的全球竞争有着潜在的关系。 人们认识

到， 公共艺术在精神上有着巨大的、 长

期的、 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公共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 ， 公

共艺术不仅仅停留在艺术家创作的每

件作品上 ， 而是艺术家介入社会的更

为直接的方式 ， 并在此发挥出它整合

整体视觉复合空间生命意涵的创发与

赋予。 这种整合 （Gesamtheit） 的理念

若溯本求源， 我们可以从对现代建筑、
设计有主要影响的德国包豪斯构建的

思想中找到它的源头。 瓦尔特·格罗皮

尤斯在其包豪斯的宣言中说 ： “包豪

斯寻求所有的艺术都应合而为一 ， 所

有的艺术学科、 手工艺门类———雕塑、
绘画 、 艺术行当和手工艺都是建筑艺

术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 。 这里 ， 包豪

斯长远目标是让壮观雄伟的艺术与艺

术装饰之间没有界限 ， 且建造伟大的

整体的艺术作品。” 公共艺术是全面性

的价值观与美学涵养的呈现 ， 是 “审

美的共同体”。 这与纯艺术中所强调的

自律性 、 艺术家个人私密性经验或纯

形式美本身并非对立的 。 公共艺术原

则上是艺术家透过其作品强调它的社

会性 ， 这种社会性要求各学科各领域

的协调与合作 ， 共同把整个城市 、 整

个区域的精神当成一件大规模的综合

艺术加以考虑 。 出于这样的原由 ， 公

共艺术的公共性使我们不能不考量公

共艺术存在的可能性 ， 从而在城市规

划、 管理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公共空间

的公共 ？ 意义是深远的 。 正如美国艺

术家策展人苏姗·蕾西在 《量绘形貌 ：
新类型公共艺术 》 中认为的那样 ， 公

共艺术历史的建构不是在做材料 、 空

间或艺术媒介的类型研究 ， 而是以观

众 、 关系 、 沟通等想法为主 。 让艺术

介入开放空间 ， 借此来催化对象 ， 指

引出更为清晰的 “共同价值”。 这种互

动参与的价值 ， 明显地将他者放置在

其中， 并使其透过这种机会看见自己，
并由此衍出更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今天 ， 艺术在公共空间中营造的

公共性促使多学科走向整合 ， 介入公

共 空 间 中 的 艺 术 的 发 展 潜 力 是 巨 大

的 。 它起的特别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一

种影响 。 让艺术融入社会融入新的人

文景观 ， 从本体语言的锤炼到人文语

境 的 营 造 。 艺 术 在 材 料 、 空 间 、 色

彩 、 形态 、 亲和力等方面都呈现出崭

新的魅力。
从波依斯的 “社会雕塑 ” 到克里

斯 多 的 “大 地 艺 术 ” “包 裹 艺 术 ” ，
“扩大艺术概念” 的构想并非乌托邦空

想 ， 而是真实的社会雕塑实体所形成

的社会审美共同体。 比如， 露希-奥塔

的衣服睡袋拼装的作品从社会学 、 环

境、 人类学的角度进行有意味的介入。
尼托运用纤维材料把一些本具神圣意

味的场所空间进行梦幻般的营造 。 今

天 ， 人类工业化的发展 ， 城市化的进

程到了数字、 信息时代的 21 世纪， 关

于公共空间中具有诱惑力的公共性有

了更多层面 ， 更多元的诠释 。 从广义

的方法论来看 ， 公共艺术驻留的公共

空 间 已 不 局 限 于 广 场 、 公 园 、 街 道 ，
虚拟与实体的时空都有其存在的事实。
谈论公共艺术若只涡旋 、 徘徊在公共

艺术本身 ， 而忽略了它的公共性限定

与内涵及与之相关部分的联系 ， 公共

艺术的发展将受到制约 。 公共艺术营

造的公共性空间及公共性促使我们的

城市规划与建设者们必须走向多学科

整合的时代。 如何利用社会共有资源，
如何设定不同城市地域的公共艺术品

规划 ， 让艺术审美共同体作为艺术思

维方式 ， 以她柔性的语言 、 虚幻的形

态呈现在公共空间场所 ， 需要对公共

艺术的全新认知。
克里斯多拓展了波依斯发展出来

的 “扩大艺术概念” 以及 “社会雕塑”
的 构 想 。 其 非 博 物 馆 艺 术 的 精 神 内

核———艺术性 、 社会性与公共 性 的 综

合一体性 ， 是显而易见的 。 介入公共

空间中的艺术发展潜力与艺术张力是

巨大的 ， 艺术在公共空间中营造的公

共性促使多学科走向整合 。 介入公共

空间的艺术 ， 在与环境密切融合过程

中反映出空间的独特性 ， 解构了整体

空间的艺术性 ， 促成了一种美学的生

活品质， 一场美学的文化启蒙。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育与艺

术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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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美术馆热衷于采用 “还原型” 布展方式，
通过 “复原” 艺术品的历史场景来激发观众的想象力，
实现人与物合二为一的时光之旅。

人们该如何理解失去情境对应性的艺术品

艺术发展到了当代 ， 越来越倚重于空间 、 环境 、
场所等对它的影响， 很多时候， 与环境的匹配度 、 与
场域的融合度甚至成为我们判定一件艺术作品好坏的
关键因素。

利用空间或将营造出令人难忘的场域氛围

近日， 随着 2017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在民生码头八万吨筒仓
的开幕， 艺术与空间的关系这一话题再度令人咀嚼， 引发热议。

来自希腊帕台农神庙的精美雕塑， 究竟更应该陈列在拥有最佳保存条
件的博物馆里， 还是静静地伫立于 “原境” 任其风吹日晒？ 多少年来， 人
们众说纷纭。 由此， 牵引出一系列话题： 艺术作品应该如何面对它们所处
的场域、 情境？ 场域、 情境又赋予艺术作品怎样的感染力？ 这些正是本期
“艺术” 版两篇文章的聚焦点。

———编者的话

近日， 2017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于民生码头八万吨
筒仓拉开帷幕， 令人们看到东岸滨江老地标 “改头换面”，
转型成公共艺术空间。 （cfp）

中外艺术史上， 很多经典之作的外观和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得以实现的那
个空间构型和场所特色。 题图为希腊帕台农神庙， 下图为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教堂绘
制的天顶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