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当代艺术元素植入到城镇、乡村，

并与村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公共空间之

中，是当下比较流行的举办当代艺术展览的

方式之一。首届广安田野双年展是为配合广

安新农村建设所举办的一次当代艺术展示。

我们试图通过中国和另外九个国家的35位

（组）著名艺术家，利用雕塑、装置、灯

光、影像、行为、声音等多媒介艺术方式作

品，并结合科技与艺术的新视觉，在广安武

与观赏、感受、体验当代艺术为一体的新场

域。从而，以当代艺术的雕塑、装置、光影

动感和观众体验感为着眼点，构成广安武胜

的宝箴塞、段家大院等旅游文化区域成为传

播优秀当代视觉文化的途径和当代艺术活动

的风向标。这种展览方式的意义与价值在于

通过当代艺术展示和活动，使传统和现代、

中国和世界能够在宝箴塞、段家大院的公共

空间，相辅相成地形成知识生产与审美生成

摘要：首届广安田野双年展以“守望原乡”为主题，

试图以当代田野艺术样本的国际化建构方式，邀请国内、

国际艺术家参与公共艺术创作与展示，实现一种以当代艺

术的创新意识引领中国乡村建设、乡村转型的文化实践。

来自中国和另外九个国家的35位（组）参展艺术家作品呈

现在广安，经过几个月的多次实地考察，策展团队与艺术

家共同用作品呈现他们对当代田野艺术的思考。

关键词：当代艺术，乡村，公共艺术

Abstract: With the theme of “Heimat”, First Guang’an Field Art Biennale 

invites artists from home and abroa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public art and aims to demonstrate the cultural practice of Chinese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led by the innovative awareness of contemporary 

art. Art works by 35 (or groups) exhibited artists from China and another 9 countries 

are displayed in Guang’an, and the curating team and artists  have manifested the 

thoughts on contemporary field art through several months’ on-site inspection.

Keywords: contemporary art, countryside, public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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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的宝箴塞和段家大院室内外的公共艺术空

间，呈现出一个超现实的观赏艺术的场所，

为广安武胜的观众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艺术

感受；使身居广安的乡民体验到在自然与现

实、真实与虚拟、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联，

以及形成一种奇幻的视觉世界；让更多大众

走进当代艺术，重新理解艺术在现实生活中

的意义。同时，树立广安的文化形象和品

牌，形成劳作、休闲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参

守望原乡

——2018广安田野双年展

2018年12月16日—2019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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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平台，并凝聚为文化创意、推广与大

众生活空间的复合之力。

在举办这样具有特殊性的展览中，我认

为牵涉到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处理

参展作品在乡村、城镇场地的当代艺术作品

与消费群体的审美习惯之间的关系。我们需

要最原始的生存庇护，但那已不再是简单的

住所空间，在现代社会里，这一功能性的需

求，正逐步被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所代替。换

句话说，我们对居住空间的要求不再是简单

的一个可以挡风避雨的场所，而是在这个居

住空间里能体验到一种对文化艺术生活不断

提高的诉求。所以，我们关注的不仅仅只是

那些和自我有着直接接触的部分，更要把目

光投放到我们的周边环境，尤其是乡村的文

化空间。但是，在具体的场景中，艺术家所

认定的所谓好的、有意思的作品，往往与一

般受众，尤其是坐落在乡村村民的审美之间

会发生冲突。当然，这一审美的差异性是由

于我们艺术教育的滞后和实验艺术的特点所

导致的，我们难以苛刻地要求一般受众全面

接受艺术家的实验性创作。尽管这是理想的

期待，但毕竟会给予大众一种看待和表达事

物、现象的别样视角及视觉的转换和呈现。

我们作为从业者也承担着普及推广当代艺术

的义务，否则艺术也就无从变化了。因此，

类似于在广安武胜的宝箴塞、段家大院这样

的公共空间举办当代艺术展览，我以为那种

只强调观念性、实验性而阻滞了一般受众进

入作品、进入展览的方式，那是另外展览策

划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介入乡村日常的

生活环境，除了美化之外，当然还有提高他

们审美品味的作用，也是引起对审美问题对

话和讨论的前提，否则对艺术作品本身都难

以释读，何谈在公共场所讨论公共性问题？

所以，我们在策划展览、选择参展作品时，

强调广安武胜自然、历史、人文景观的和谐

有序，以及作品的完整感觉是为首要。这些

参展艺术家们，正是通过依据环境的艺术创

作，把自身的艺术观念和对展览主题“守望

原乡”的理解，以及对空间环境的认知，渗

透到他们的作品里。而作为生活在当中的人

们，他们的生活也将和这些作品发生直接的

或间接的微妙关系，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

空间。依此，我们作为策展人，试图在艺术

家的作品与乡间的公众之间搭建一条能够对

话、讨论的通道。期冀他们与作品之间的交

流和融合，而逐步趋向于相互理解和共同审

美观念的形成，丰富乃至提升乡镇公众所关

注话题的进一步思考与追问。

至于参展作品在展览期间静落在正在

不断开发的新农村建设的项目中，是否能

成为新农村现在和未来的一道景致，那就需

要公众、时间和业界人士的检验了。这样的

判断只是我从自然、人文环境与展览本身的

角度做出的个人解读。在我看来，这些作品

既不是传统概念的室内外公共性艺术作品的

制作，也不是与外界阻隔的封闭式的展厅内

的艺术展示，而是乡镇环境与各自作品的媒

介，以及与艺术资源之间的利用与被利用的

关系，也是一种以往观看作品视觉经验的看

与被看之间的新型的视觉角度。因此，我寄

望于首次广安田野双年展与乡民能够提示出

对文化时空和自然生态的环保新概念：即以

广袤的乡村而延伸出艺术与公共空间的特殊

景观，构成一种有意味的转化。而这种变化

是以当代艺术作品本身的视觉样式与装置艺

术，以及声光电等多媒介而构成了最具有接

触性、激活性的衔接效果。进一步地指涉是

将当代艺术元素转化出与它既有关联又完全

不同的一种形态，一种与都市美术馆和艺术

中心等封闭空间完全不同的形态。从而形成

当代艺术和乡镇田野之间的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相互融合的关系，乃至具有“无

墙美术馆”的作用与影响，是为构成当代

艺术的未来在展览策划和视觉效果呈现的

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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