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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我

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也正发生着新的变

化，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当代艺术创作

及教学也面临着由外循环向内循环的视野转向

和伴生性的观念与路径转向。本文以对2022年

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科方向的四位硕士毕

业生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中

心村进行的毕业创作教学为例，探讨在新文科

战略和“无墙教学”理念背景及当下公共艺术

理论发展的基础下，如何结合社会需求开展走

进现场、回归生活、复归本原创作的公共艺术

毕业创作教学，以及新时代、新阶段与新格局

下艺术创作和教学的方法论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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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at is dominated by a 

large domestic cycle and mutually promoted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China's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are also undergoing new changes. As a par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contemporary art creation and teaching also face a shift in vision from external 

to internal cycles and a concomitant shift in concepts and paths. In this paper, four graduates 

of the public art department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in 2022 were taught to create 

their graduation works in the central village of Huatian Township, Youyang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County,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how to combine social need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strategy and the concept of "teaching without wal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art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strategy and 

the concept of "teaching without walls" 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public art theo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o carry out the teaching of public art graduation creation that goes into 

the scene, returns to life, and returns to the original creation, as well as the methodology and 

possibilities of art creation and teaching in the new era, new stage and new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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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现场与本原创作：公共艺术毕业创作及其教学的再思考
——以 2022 年重庆酉阳中心村的四件毕业创作为例

Entering the Field and Original Creation: Rethinking the Graduation Creation of Public Art and its Teaching 

—Taking Four Graduation Creations of Youyang Central Village in Chongqing in 2022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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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艺术教学发展的几点背景

（一）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教育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思考。面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开始由全球秩序的参

与者转向全球秩序建构者。角色的转变要

求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能面向大历史，面

向世界，为世界的发展贡献出中国力量，

“新文科”战略应运而生。“新文科”强

调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

以及培育当前社会所需的高素质综合型人

才。在此背景下，艺术教育越来越关注中

国社会现场与现实需要，注重新理论建构

与实践教学融合创新，注重结合社会应用

需要的人才综合能力的培养。［1］

（二）“无墙教学”的推行

近 年 来 ， 各 高 校 相 继 推 行 “ 无 墙 教

学”，即逐步把课堂由校内空间扩展向校外

的社会空间，打通院校专业教育、人才培养

与社会现场之间的壁垒，使艺术教育成为社

会生产和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并进一步将

社会参与、社会介入作为重要的艺术教学路

径，让学生直接参与到社区改造、社会美育

等实践中，参与到中国现代化、城镇化和乡

村振兴等时代大命题当中，使艺术生产和教

学回到应有的社会效能上。

（三）在场的公共艺术与理论发展

公共艺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跨

过概念舶入与理论学习、精英艺术和艺术自

律等阶段，逐步开始顺应时代大命题和场域

需要，下沉至社区、乡村的真实空间进行创

作。中国的公共艺术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

参与社区的价值认同和情感链接重塑，通过

奇妙有效的文化艺术生产方式，展开多元的

对话方式，引导公众走向更美好生活的同时，

强化和巩固社区的共同体意识，参与社区治

理。公共艺术介入社会现场与社区行动时，越

来越超越形态创造的束缚，呈现出沉浸式、多

元对话的剧场效应和关系重塑的美学效能。

并且，当下公共艺术的理论工具越来

越多地表现出“过程美学”“关系美学”与

“新类型公共艺术”的特性。“过程美学”

理论强调公共艺术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作品的

一部分，强调创作过程、作品、公众与艺术

家多元互动的对话关系与审美认知建构，就

像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所谓的“事件流”，

“过程即实在”，“它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

种状态的过程，每一种状态都是其后继者向

有关事物的完成继续前进的实在基础”。［2］

而 2 0 世 纪 9 0 年 代 美 国 艺 术 家 苏 姗

妮·莱希（SuzanneLacy）提出的“新类

型公共艺术”主张超越传统的广场或公园雕

塑与壁画艺术类型，而是以公共议题为导

向，让公众介入、参与和互动，以创造性的

社会活动与事件来形塑公共空间与公共论

述；强调“深入社区与居民合作”以及与公

众共享共建、全民参与的艺术生产方式。

格兰特·凯斯特提出“对话美学”概念

并倡导“对话”的社会效力及意义；尼古拉

斯·伯瑞奥德的《关系美学》提倡通过艺术

“修复社会纽带、连接人际交往”“关注艺术

作品在人与人之间制作、引起的关系。”以

及克莱尔·比索的“社会介入”理论指出艺

术介入社会问题的讨论等，诸如此类，20世

纪90年代以来的国外公共艺术理论都强调社

会参与、深入现场、与公众互动等主张，强

调艺术生产不外化于时代及公共领域，由于

中国独特的历史身份与现场特性，中国公共

1. 公共艺术与乡村振兴中心村试验计划群展海报及现场，2022年5月22日

2. 李佳璐，《一个与八个》， 综合材料，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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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发展有待于在广泛现场实践中梳理与

建构中国化的理论叙事与逻辑系统。［3］

二、公共艺术毕业创作教学实践与思考

（一）走进生活与本原创作

在过去，由于没有经历现场，学生会习

惯于从美术史和各种展览、教学练习中所积

累的图像经验进行毕业创作，这会让毕业创

作的目标和评价标准容易迎合和满足某种

过往艺术史中的标准，与艺术创新性形成

逻辑悖论，与其自身的生命、社会、世界

关系脱节。

此 次 毕 业 创 作 教 学 中 ， 本 人 尝 试 带

领学生走进村社生活，回归本原创作的模

式。本原创作，是指让艺术创作回归创作

的出处与最初根源，回到为什么创作的基

本，回到生活中，回到社会生产，关切生

活、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以人的需求为

创作的原点，并且语言形式来自自然、现

场与生活本原的创作。

2021年5月至2022年5月，笔者带着

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方向的四位硕士毕业

生，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中心村

驻村一年，引导他们深入当地村民的生活，

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先将自己融入

现场再展开毕业创作。

经过230余天的在地调研，踏足约19平

方公里，徒步约1400公里，采访800余位

当地村民，最后创作出《一个与八个》《相

守图谱》《中心记忆生态》《遇此同时》等

四件作品。作品完成后在中心村二组举办了

一场在地群展，当地村民全程参与了此次创

作及展览。

（二）身份的非外部性与选题的多样性

费孝通曾提到，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

人们之间的信任均是基于熟悉。毕业生来到

乡村不可忽视自身身份的外部性，他们是外

化于这个熟人社会语境的。身份的外部性使

学生们只能听到村民们的“客气话”，现场

的问题、真需求难以显现，大家提取到的话

题都犹如隔靴搔痒，无法触及真正的痛点。

［4］而想要打破这一困境，便需要先让他们

成为村中的“熟人”主体的一部分。

因此，我没有提前给他们预设任何的毕

设题目，而是带领他们深入现场进行田野调

查与社会观察，同时也让他们以各种友好方

式与村民打成一片。几个月后，学生与村民

渐渐成了“熟人”，他们被接纳和融入了。

在真实的现场，人情、事物、生活、环

境、民俗等等都能成为毕业创作的选题。我

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田野考察与社会调研结

果，挑选出三个最关注的话题，再经过进一

步的佐证，得出最合理且有现实意义又是自

己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到这一阶段，学生们

往往已经放下了教科书中框定的自我，能看

到现场的现实需求与自身生命体验的联系，

能够主客观一体地来认识选题了。这样，创

作选题原创性和差异性就自然生长出来了，

例如学生李佳璐注意到中心村生育了八个小

孩的年轻家庭，对比其自身恐婚恐育的心

理，选择了探讨三胎政策发布后城乡差异化

的生育观念所引发的舆情问题；向伟君关注

到中心村六十岁以上老人零离婚率的现状，

结合自身家庭生活体验，探寻当代人婚姻

现状话题。鲁炳辉关注到中心村发展过程

中自然生态破坏与人文生态式微等一系列

问题，选择重建乡村生态图谱的话题。田

蒙关注城乡日常生活的实践经验问题。不

难看出，由于对自身身份外部性的转变，

学 生 们 所 抓 的 话 题 也 不 自 觉 地 更 具 在 地

性，选题也更多样化。

（三）情感融入与创作动机

创作一件作品要想打动人心，必须将

艺术家自身饱满的情感融入创作过程中，与

现场的人、事、物发生情感交流，具备同理

心，才能实现情感共鸣，创作动机才能更真

实、更有力。

在提取出话题后，导师就可以让学生针

对所锚定的话题展开进一步针对性的深入调

研与沉浸式考察。学生李佳璐与八孩一家同

吃同住同劳动，生活了半个月。她们凌晨六

点徒步一个多小时去往乡上的学校上学，一

同上山种菜，一同在家做家务……八孩一家

还给她准备了一场难忘的生日宴。为了把自

己所感受到的温馨和家族情感传递给更多与

自己一样有着恐婚恐育心理的人，她选择了

以自媒体方式进行自己的毕业创作。学生向

伟君则走访了村中32对60岁以上的夫妻，

听他们讲述曾经的爱情故事和婚姻观念，

“牙齿和舌头都会打架，哪有不吵架的夫

妻，不知不觉也48年了”“生活再苦也是

我们一起过”“结婚了就有家了，成双成对

还是欢喜些”……这些在平淡岁月中夫妻之

间相伴相守的体验，让她感受到了温暖的力

量。因此她选择以相守图谱结合村中流动货

郎车的形式，要将这份乡村真挚而朴实的情

感“售卖”出去。

（四）走进现场与创作方法

走 进 现 场 带 给 公 共 艺 术 创 作 的 好 处

是：一、现场人文历史、丰富的材料、鲜

活的肌理以及独特的空间等会使创作的语

言丰富度、自由度扩增，并且乡村的清新

自然使创作变得更轻松；二、在现场做的

每 一 步 ， 都 能 及 时 地 与 场 所 、 人 产 生 交

互，及时得到反馈，得到检验，甚至得到

些意外的激励，让创作变得更具有开放性

和生长性；三、深入现场的在地创作，让

创作过程本身成为审美效能的一部分，促

成作品与在地的关系生成与内在连接，使

得创作兼备了社会美育的功能。总之，在

地创作的方式相当于把现场变成了一个开

放式、剧场式的大型工作室。［5］

因此，笔者把此次毕业创作现场教学分

为观念转换、模型推演、1+1落地与后效检

验等四个步骤。

观念转换，即将调研结果转化为一个

可视可感的艺术创作观念，这里面综合了问

题意识、文化态度与现实情感。这一阶段要

有大历史的视野和理性研究方法，从观念生

成到观念表达要有排他性调查，避免雷同或

重复的观念生产。简单说来，第一步，可以

用一句话来表达你基于调研得出的某个不同

及其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第二步，寻

找体现和表达这个观念的视觉形态语言或可

行路径，用视觉语言逻辑和草图方式绘制出

来。例如作品《一个与八个》，一开始设计

为一个线上的事件性创作，但在乡村这个智

能手机使用不多的现场，这种创作形式显然

不够在地性。因此还需要一个造型来承载一

个线下参与事件。创作者视觉形态上刚开始

尝试设计成房间、火铺等造型，但对于生育

3. 向伟君 ，《相守图谱》， 综合材料，2022

4. 鲁炳辉，《中心记忆生态》，综合材料，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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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的表现力不够。最终，我引导他们运用

“九九谱系法”打开创作思维，历经层层推

演，提取到了蛋这个视觉符号，内部以高浮

雕形式表述八孩一家家庭环境与日常生活视

频，以及投影闪屏当下生育舆情热门关键词

等综合形式以对比手法来表达观念。

模型推演阶段，可以先运用纸片、泥

稿或电脑等一切便捷材料或方式来推敲草图

方案的尺度、空间、结构、重力、材质、颜

色等造型语言的合理性，也是为了规避后续

落地时的材料浪费、安全事故等施工风险的

有效途径。在制作过程中，可运用竹竿、粉

笔等便捷材料到作品放置场所去推演作品尺

度与身体体验的合理性；在作品深化创作阶

段可以进行材质、颜色等一定比例的模型推

演，最好是在真实的材料与真实的环境里。

例如作品《遇此同时》中，城市与乡村的日

常物如何巧妙地融合，物如何与下方的圆盘

空间产生完整结构，圆盘的放置高度如何产

生悬浮和超视觉感等，这些模型的推演对于

作品最终质量至关重要。

“1+1落地”，即当地村民+学生的

“1+1”共建共创的一种创作路径。公共艺

术创作的重要特点在于它在现场中的生长

性。作品在落地实施过程与当地村民之间自

由交流、广泛沟通与协商，提炼并优化创作

形式或手段。作品的落地协商与共建性，也

是确保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与在地性及其互动

性等要素。作品《相守图谱》在创作过程中

邀请村民们参与物品的制作，如鞋垫、草

凳、衣服、背篓等。在制作过程当中，村民

深入了解了作者的创作想法，也亲身感受了

艺术创作的转换过程，也为作品提供了不少

建设性的意见。作品《中心生态图谱》的创

作过程中，学生邀请村民带领自己去山上辨

识植物、采集标本……这样既完成创作的需

求，也让村民发现了自身及村庄的价值，提

升其文化自信。“1+1落地”是让作品创作

的过程本身变成浸润乡村并作用于乡村空间

的事件，以及成为链接情感、凝聚价值、实

施社会美育的重要手段。

后效检验，即作品落地后的现场反馈收

集与情况调查。一方面，公共艺术应该服

务于乡村现场、服务于社会需求，公共艺

术要尊重公共场域本体与乡村主体。另一

方面，运用于田野调查和社会观察进行后

效检验，有利于学生总结公共艺术创作经

验，感受公共艺术的力量以及公共艺术与

乡村之间的关系。

三、公共艺术毕业创作教学思考

（一）现场教学与创作身份主体性

以现场为课堂的毕业创作教学方式，

是一场师生从游的旅程。相比过去的艺术

教育方式，现场教学带给师生开放性的感

知场域与多维度的认知契机，让学生能更

全面、更丰富地把握创作能量和可利用因

素；对于老师而言，在纷繁复杂而陌生的

场所中行为示范，如同行军作战，更能体

现教师的学术组织能力与统筹能力，更能

体现导和引的逻辑张力，相比于课堂上的

ppt讲解，学生的参与感、互动感与主动

性、探索欲更强。尤其是在现场，会让创

作教学变得实在而具体，没有以往课堂教

学那么遥远而抽象，会让学生真实地看到

艺术创作与自身生命、与他人生活、所在

世界的关系和效能，促发学生把艺术与自

己人生思考建立某种联系。

而参与现场，融入现场，并成为现场的

一部分，成为主体性的一部分，一方面可以

弥合艺术创作与社会应用、在地场域、人的

间隙，规避自上而下的审美强势和殖民化的

艺术恶习；另一方面，身份的主体性确信，

对于现场能量把握的精准度，对于创作语言

的力度和可达性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毕业创作的多重认知

走进现场进行毕业创作教学，能让毕业生

看到创作是多元化、多生态、多路径的。学生

作为新一世代，深入乡村打“遭遇战”，在乡

村现场因需设计，会逐步生长出中国乡村艺术

新特性。他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乡村艺术不

在于完美华丽的装饰，而在于公共空间和老百

姓的所需，在于是否与父老乡亲的生命、信仰

和情感有关。它可能是村中的一个厕所，可能

是阿姨的一个担心，也可能是相守相伴的朴实

感动……而且，在地的毕业创作教学，丰富、

鲜活的现场能量会助益学生创作观念生成新的

渠道、语言表达的新维度、组织实施的新路径

和成果形态的新可能。

走入社会现场进行毕业创作教学，锻炼

了毕业生对社会的认知和对自我综合素质与

全面能力的觉知；促发学生更快速了解自己

所知、所学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真

实地看到了社会，更清楚地了解到知识生产

的循环体系。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更早发现

自己的价值定位及职场选择，甚至与现场磨

合中创生出新的职业岗位可能。

四、结语

本次毕业创作教学是一次从无到有、从

抽象到具体、循序渐进、逐步成型的探索过

程。是一个多方合作、挖掘内涵，共生、共

情、共享、共创的现场艺术创作教学路径探

索过程；是基于公共艺术的属性和公共艺术

与社会、公众、时代命题之间关系所建构的

一套新的毕业创作教学与创作方法论体系。

更重要的是，走进现场，重回根本，进一步

去思考创作本原与本原创作的当代价值和中

国化公共艺术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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