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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技术手段与材料选择更为广泛，能较好

的结合场地功能诉求及人性化角度进行装置

艺术作品的创作；在人文素养方面，装置艺

术注重在厂区人文情感上的表达，借助其良

好的互动性、共鸣性来提升人们在旧有厂区

空间中精神层面的人文体验；在审美方面，

装置艺术通过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结合科

学技术手段，基于场地的在地性促使装置艺

术作品内涵更为丰富，使游览者能够在旧有

厂区场域空间中欣赏到多元化的艺术形式，

提升场地空间的艺术审美与人文内涵。

3. 有利于场地文脉的重塑与传承。

通过对旧有工业厂区地域人文特征进行

艺术化的处理，形成特色鲜明的装置艺术作

品，成为旧有厂区内部空间中标志性的艺术

作品，提升旧有工业厂区的可识别度。基于

“第四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将公共艺

术实践活动渗透于城市旧有工业厂区的改造

中，利用公共艺术重塑居民新的文化生态和

生活环境，引导公众积极参与与共同构建旧

有工业厂区的有机更新。［6］装置艺术的地

域化表现能更易被居民所接受，增强场地

文脉的重塑与认同，改善场域功能和丰富

城市空间层次。且能更好地满足现代人对

地域人文特色认知的方式，并体验不同地

域文化赋予厂区场域中所带来的审美体验

与人文精神。

4. 有利于沉浸式设计的互动体验。

在场域空间的应用过程中，装置艺术作

为一种区别于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以其身临

其境的互动体验设计深入人心。装置艺术创

作借助全息投影、AR、VR等新媒体科技手

段，契合于并超越用户日常生活体验，通过

游戏、戏剧、情景影像、娱乐设施、装置空

间展示等输出形式利用产品设计或服务设计

进行空间叙事，依托地域文化内容为基础，

集实体表达与虚拟现实技术于一体，营造多

感官沉浸的互动体验使用户能够充分体验和

沉浸于交互过程中，并最大限度地实现多感

官刺激体验，有利于更好的拓展旧有厂区场

地空间给予用户多元化的互动体验。

三、场域空间的再生：装置艺术赋能旧有工

业厂区设计研究方法与原则

（一）装置艺术赋能旧有工业厂区有机

更新的设计方法

1. 异质同构。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外在事物的存在

形式、人类视觉感知与组织活动、人类情

感与视觉艺术形式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

一旦这些不同领域中“力”的作用模式达

到结构一致性，就有可能激发审美体验，

即“异质同构”。异质同构是装置艺术创

作重要的特征，装置艺术是由三种不同物

质构成的艺术形式：场所空间环境特征、

材料使用特征、人类行为和情感。借助场

地现有空间环境材料进行同构转化，使其

作为全新的装置艺术融入到场地文化语言

中。新的装置艺术作品既保留原有场地材

料特性，又赋予其时代意义，呈现了对旧

有场地材料元素的延续，并承接了传统材

料的现代性表达使其装置艺术形成了独特

的艺术特色。［7］例如曼哈顿高线公园将

废旧铁轨利用转化再造基于其历史文脉属

性结合植被绿化和场地废旧材料营造出活

力多样的空间形态，将场地文脉与铁轨再

生价值等理念融入于城市景观的风貌中，

实现艺术转化与城市更新的和谐共生，赋

予了装置作品语言在旧厂空间中别样的意

义，为当代旧厂城市更新在地性设计提供

了不一样的设计方法。以上生新所为例，

上生新所整体反映了在一定时空背景下场

域 中 人 们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其 自 身 的 环 境 特

征，装置艺术设计灵感源于场地的特性和

原有旧有工业厂区的核心空间肌理，创作

具有地域特色的艺术作品。

2. 虚实交融。

上生新所旧有场地是近百年发展形成的

城市肌理和物理环境，是时间赋予的不可再

生的文化遗产。上生新所装置艺术将虚拟影

像与真实场地空间相结合，以虚拟图像将

更丰富的形态语言融入旧有工业厂区中，

并借助虚拟图像在色彩、造型和动态上增

强了工厂旧有设施的艺术表现。在虚实交

融的装置艺术作品中，装置艺术实体形态

语言更加丰富多变且灵活。虚拟图像打破

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将不同的时间节点

和空间环境整合到场地环境氛围中，给人

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3. 互动诠释。

装置艺术是城市空间中的艺术性创作，

以场地空间介入的方式与旧有工业厂区产生

密切的联系，借助装置艺术的互动性及新材

料的运用，改善并激活旧有工业厂区的消极

性空间，从而营造出旧有工业厂区空间环境

新业态。在旧有厂区空间激活中，互动作为

新型设计手法以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感受使

得观者与作品空间相互作用。［8］还可根据

场地营造活动需要，接入用户五感装置、数

字孪生技术和全息投影与沉浸实现空间环境

的人机交互，激发了用户、装置与空间三者

间积极联动，强化了用户与场地文化内容的

互动，提高了娱乐性与体验感，给予用户实

现了全方位、多感官、沉浸式的感受旧有工

业厂区的文化氛围。

4. 人文科技。

装置艺术将人文理念与科技融为一体。

将海派的文学、歌剧、音乐、舞蹈、绘画等

艺术形式融入装置艺术，丰富了装置艺术的

人文内涵。通过新媒体与装置艺术的融合，

使得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和人文科技在空间上

的表达更为生动，使艺术形态与人文精神得

到更好的传承，通过装置艺术人文科技设计

手法介入到旧有工业厂区有机更新中，对于

城市景观空间的塑造在其功能、形态、人文

上具有革新的意义。用户借助各类行为模式

与上生新所产生互动交流，以装置艺术在形

态、光影、声音和文脉上等各方面通过传感

器传递相应互动信息，更好的展现出旧有厂

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9］上生新所以多元

共享共生的城市更新理念，改变了原有设施

设计的形态、功能综合科学技术创造并激发

城市活力。（如图1）

（二）装置艺术介入旧有工业厂区的有

机更新设计原则

1. 多元化与时代性相结合。

装置艺术通过多样化的形态语言优化上

生新所的场域环境，从材料选择、新技术应

用、设计模式转变等方面创造景观空间，实

现旧有工业厂区的多元化表达。装置艺术结

合用户使用功能、审美功能、场所精神、人

类行为和情感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创造，以改

善旧有工业厂区的不足。装置艺术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变化，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艺术表

达形式和其时代特征。多以践行以人为本，

保护场地生态环境的设计理念，强调人与空

间环境的关系。［10］装置艺术的出现带来不

同的功能性与互动性体验等，在面对不同的

观者与体验者，让用户更为立体地感受到装

置艺术作品的多元化与时代性。

2. 主题性与人文性相结合。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城市更新愈发重

视场域空间人文理念的表达，人文性作为场

地审美表达、历史文脉等内容的文化内涵。

装置艺术的介入不仅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还能结合场地人文创作出主

题性分明、地域文化凸显的艺术作品。以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为主题的主场地上生新所为

例，装置艺术作品传递出了场域文化的包容

性与人文价值取向，整体营造了六个社区元

空间，植入了七件主题性装置艺术作品，可

以使用户系统性感受场域的艺术、文化、

历史等方面的内容，丰富场域空间的文化

内涵，并针对性地为各类群体提供服务，

迎合了现代人的生活需求。装置艺术使场

域空间设计再生注入了新的设计思维与方

向，为城市旧有工业厂区的新业态起到了推

动作用。［11］ 

（3）审美性与共鸣性相结合

装置艺术在旧有工业厂区中的介入，增

加了场域空间中的审美属性，并实现了艺术

作品与场域空间精神的契合。通过分析场域

空间的人文精神和厂区风格等特点，将装置

艺术作品的特点融入到上生新所场域空间中

进行设计，并通过装置艺术形式语言更好地

传达空间的精神，利用空间共振原理使其更

具艺术张力，令旧厂空间更具艺术吸引力。

装置艺术造型语言以其丰富的审美内涵及审

美表达满足了用户差异化的审美需求，并生

动鲜明地体现出场域内容的表达［12］。引导

人们在特定的空间环境中从被动欣赏到主动

体验，用户积极地与装置艺术进行感官、情

感和行为的互动，使其用于置于场域空间产

生情感上的共鸣。

结语

旧有工业厂区作为历史前进的见证物

和遗留物，赋予了场地的时代精神和人文情

怀。而装置艺术通过对旧有工业厂区的介

入，以其艺术形式的塑造、技术和材料的运

用，结合用户的行为和情感，丰富旧工业厂

区的文化内容，为人们提供多样化的场域空

间。装置艺术介入旧有工业厂区的有机更新

可以看为是上生新所场地在历史文脉的传

承、建筑功能的激活和共享空间的建设中价

值再生的过程。其有机更新使上生新所成为

一座保存历史记忆的生活社区，成为现代创

意办公和艺术时尚的新场所，成为城市生活

活力的风向标。本文对装置艺术介入旧有工

业厂区的静态界定与研究价值着手，总结了

装置艺术介入旧有工业厂区有机更新的设计

方法与原则，对城市化进程中各城市旧有工

业厂区价值实现和设计更新改造的创新起到

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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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生新所社区盒子装置（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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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易卜拉欣作品，图片经威尼斯双年展阿联酋国家馆惠允，图片摄影 ：约翰·瓦吉斯（John Varghese）

玛雅·艾莉森   江殷洁

阿 拉 伯 联 合 酋 长 国 （ 阿 联 酋 ） 国

家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易卜拉欣：

日出与日落之间由纽约大学阿布扎比美

术馆执行董事玛雅·艾莉森策划，展览

展示了阿联酋艺术家穆罕默德·艾哈迈

德·易卜拉欣的新作品——一个由128

个抽象有机元素组成的填满房间的雕塑

作品。这部新作品与双年展的主题“梦

想之乳”产生了共鸣，该主题侧重于身

体、土地和蜕变之间的联系。易卜拉欣

的雕塑簇拥人类大小的树状形式来填充

展览空间。委托创作的艺术作品源于艺

术家与家乡霍尔法坎（Khor Fakkan）

的物理环境的深厚联系，霍尔法坎是一

座位于岩石哈贾尔山脉边缘的城市，在

那里他们与阿联酋沙迦酋长国东海岸的

水域相遇。展览题目“日出和日落之

间”指的是他对那里光线的体验，那里

的山脉将城镇投向下午的阴影，掩盖了

阿联酋西海岸的日落。雕塑的颜色从明

亮俏皮的色彩和形式转变为柔和的黑白

元素，并暗示身体的起伏运动，突变和

蜕变。艺术家用原始的纸浆和天然材料

（包括泥土，树叶，茶，咖啡和烟草）

创作了这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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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国家馆穆罕默

德·艾哈迈德·易卜拉欣：日出与日落之间由纽约大学

阿布扎比美术馆执行馆长玛雅·艾莉森策划，展览展示

了阿联酋艺术家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易卜拉欣的新作

品——一个由128个抽象有机元素组成的填满房间的雕

塑作品。这部新作品与双年展的主题“梦想之乳”产生

了共鸣，该主题侧重于身体、土地和蜕变之间的联系。

易卜拉欣的雕塑簇拥人类大小的树状形式来填充展览空

间。委托创作的艺术作品源于艺术家与家乡霍尔法坎

（Khor Fakkan）的物理环境的深厚联系，霍尔法坎是

一座位于岩石哈贾尔山脉边缘的城市，在那里他们与阿

联酋沙迦酋长国东海岸的水域相遇。展览题目“日出和

日落之间”指的是他对那里光线的体验，那里的山脉将

城镇投向下午的阴影，掩盖了阿联酋西海岸的日落。雕

塑的颜色从明亮俏皮的色彩和形式转变为柔和的黑白元

素，并暗示身体的起伏运动，突变和蜕变。艺术家用原

始的纸浆和天然材料（包括泥土，树叶，茶，咖啡和烟

草）创作了这件作品。 

关键词：威尼斯双年展，阿联酋，文化景观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易卜拉欣：在日出与日落之间”
——2022 年第 59 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阿联酋国家馆展览
“Mohamed Ahmed Ibrahim: Between Sunrise and Sunset”

—— The National Pavilion UAE of The 59th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at la Biennale di Venezia 2022

玛雅·艾莉森　江殷洁　　Maya Allison　Jiang Yinjie

Abstract: The National Pavilion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 

“Mohamed Ahmed Ibrahim: Between Sunrise and Sunset” was curated by Maya 

Alliso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New York University Abu Dhabi Art Gallery, 

the exhibition presents a major new work by Emirati artist Mohamed Ahmed 

Ibrahim ——a room-filling sculptural form made up of 128 abstract and organic 

elements. The new work resonates with La Biennale’s theme The Milk of Dreams, 

which focuse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bodies, the earth, and metamorphosis. 

Ibrahim’s sculpture clusters human-sized, tree-like forms to fill the exhibit space. 

The commissioned artwork is derived from the artist’s deep connection to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his hometown of Khor Fakkan – a city at the edge 

of the rocky Al Hajar mountains where they meet the waters on the east coast 

of the Emirate of Sharjah in the UAE. The title, Between Sunrise and Sunset, 

refers to his experience of the light there, where the mountains cast the town in 

afternoon shadow, obscuring the sunset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UAE. The color 

of the sculpture shifts from bright playful colors and forms to subdued black and 

white elements, and suggests undulating movement of bodies, mutation, and 

metamorphosis. The artist created the work from raw papier-mâché and natural 

materials including dirt, leaves, tea, coffee, and tobacco.

Keywords: la Biennale di Venezia, UAE, cultural landscape

江殷洁（以下简称“江”）：阿联酋国

家馆理事说：“威尼斯阿联酋馆自2009年

首次亮相以来，旨在向世界宣传该国的文化

景观”，在您看来阿联酋“文化景观”的独

特之处是什么？与往届相比，本届展览“穆

罕默德·艾哈迈德·易卜拉欣：在日出与日

落之间”所展示的“文化景观”的传承性和

变化性有哪些？

玛雅·艾莉森（以下简称“玛”）：在

这里工作了十年，我开始重视对于事物表象

的不同看法。文化景观的变化非常快，不过

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却是深入且持久的。拿

穆罕默德的工作来说，40年来，他几乎一直

在进行不间断的创造性调查。因此，在这个

展馆中，我们既看到了这位艺术家在过去几

十年里对他作品深入而坚定的投入，也看到

了他的作品在当下的精神性。展览呈现的有

当代作品，还有一些作品所采用的工艺，是

从阿拉伯半岛沿海居民的悠久历史中演变而

来的。

江：此次威尼斯双年展阿联酋国家馆采

取了国家馆指定艺术家，再由艺术家提名策

展人的方式。您被穆罕默德提名为策展人，

请问在策展过程中，您是如何与艺术家进行

配合的？

玛：穆罕默德被选为代表阿联酋参加

2022年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时，按要求

他要提名一位策展人。他提名我为策展人，

对此我感到既惊喜又荣幸，我欣然接受了挑

战。我知道和他一起工作将是一段非常愉悦

的旅程，因为我曾经有过和他一起工作的愉

快经历，自2014年我第一次邀请他参加一

个展览以来，这是我们合作的第5个项目。

这次威尼斯项目的工作再次重温了我和他在

之前项目中的合作火花：我们都信任彼此对

其作品的解读，并且不羞于辩论。我问了

很多问题，他都回答了，但我最享受的时

刻是在项目的布展阶段——决定哪些图像

放在哪里，以及如何最好地呈现它们，在

这个阶段我们几乎不需要说太多就能达成

共识。布展工作结束后，我们开始交谈，

聊天话题从他的猫到关于艺术的形而上学

问题、艺术家的角色、艺术在这里与在美

国的意义对比等。对话鼓舞人心，令人精

神振奋。在我们的会面结束后，我内心很

感激自己能有机会策划这次展览。

江：当前，世界正面临诸多的冲突与挑

战，对此，参加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

也做出了回应，不少作品都透露出痛苦、不

安等情绪。本次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馆设计

或作品有是否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

玛：我赞同当今世界正面临深刻的冲

突和挑战这一观点。然而，我的感觉是，

最有趣和最具启发性的作品具有根植于神

话 、 自 然 、 细 微 的 特 定 体 验 和 景 观 的 特

质 ， 这 几 乎 与 我 们 在 看 电 子 屏 幕 时 被 负

面 信 息 轰 炸 、 淹 没 的 感 觉 完 全 相 反 。 在

这 方 面 ， 两 个 邻 国 —— 沙 特 和 阿 曼 ， 都

展 示 了 出 色 的 作 品 —— 穆 罕 纳 德 · 尚 诺

（Muhannad Shono）的史诗级作品《教

义树》（Teaching Tree ）给人感觉就像

走在一条沉睡的巨龙旁边！爱莎·斯多比

（Aisha Stoby）的策展工作让第一届阿曼

馆的项目得以启动，并介绍了阿曼特殊又

特有的创意社区的结构。尼亚芙·奥马利

（Niamh O’malley）在爱尔兰馆的作品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易卜拉欣

在日出与日落之间”

——2022年第59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

阿联酋国家馆展览

2022年4月23日—11月27日

展览地点：

第59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

阿联酋国家馆展馆

1.  第 59 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阿联酋国家馆展览现场，图片由 Seeing Things 摄影工作室摄

影师伊斯梅尔·努尔 (Ismail Noor) 拍摄

2-3.  第 59 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阿联酋国家馆展览现场，图片由 Seeing Things 摄影工作

室摄影师伊斯梅尔·努尔 (Ismail Noor)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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