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Sleepwalking” not only refers to the transient escape from rationality, 

civilization, city and high speed network or getting on “Narrenschiff ” , which 

means the autonomous self-exile, but also points to a method of art creation looking 

for “resonance”. It applies an abnormal romantic context to make us expand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gress, try to think about and explore 

“slowing down” contemporary life, reshap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uman and society. Through site-specific public art creation 

in the countryside, the publicity and site-specific issues have been thought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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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梦游”不仅是对理性、文明、城市、高速

网络等技术规训的短暂逃离或者登上“愚人船”式的主

动自我放逐，而是指向了一种寻找“共鸣”的艺术生产

方式，用非常态的浪漫语境促使我们跳出对于社会变革

和进步的狭隘理解，尝试对当代生活“减速”，重塑人

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与探索。通

过公共艺术的乡村在地创作，思考艺术的公共性、在地

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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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艺术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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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之后环湖路会仅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行，那

就更给这里的公共艺术提供了绝佳的邂逅条

件。

环湖路本属于河北易县易水湖景区的一

部分，因此位于这里的公共艺术品，不仅要

具备强烈的在地性，也应该远观近观各不同。

当游人走近或走入其中，环境、氛围与自然

融为一体，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美。环境的

美只能通过远观呈现，作品的细节则需要透

过特写，但在自然与人工之间，还要有某个

和人建立联系的参照物进入其中作为对比来

呈现。这是环境、作品和人三者共同形成的

互动，鲜活的作品在自然中接受人的触碰，

这个由人发起的互动反向确认了这种新型艺

术空间的存在。除了空间层面的尺寸把控和

点位排布来呈现作品，用作品来“占领环湖

路”也让其在展示上有别于其它驻留创作。

艺术家们需要自己思考如何与周边的自然环

境，甚至是其他的创作环境结合，利用手边

可以用到的一切来思考作品的创作本身。

本次驻留共有 11 位艺术家参与，其中

3 位做涂鸦的，另外 8 位做雕塑或装置的。

整条环湖路全长约 5 公里，单面临湖，点

位大概有二十多个，多数都在山体凹进处的

会车点上，周边的山体条件也较为复杂。此

外，华北地区的温带季风性气候让这里四季

分明，植被不算茂盛，山上大部分是夏绿阔

叶林，变化较大的景色差异无疑对户外公共

艺术的造型和材质又是一项考验。

艺术家与他们的创作

本次驻留，是聚焦当下生活现实的写生。

不是把场景描画下来，而是对某种情绪的记

录。这些情绪正来自于在易水驻留期间远离

城市的乡村生活、无人打搅的独处和寂静、

夜晚的篝火、树上的鸟鸣、风吹过湖面泛起

的涟漪、一夜之间开了花的山桃……“梦游

人”的驻留主题，本身就带着浪漫和迷幻色

彩，所以对作品的形式和主题都保有高度的

宽容，感性和知觉（perception）有了肆意

发挥的空间。

唐涛、李球球和田野，我们常戏称他们

为涂鸦三人组。不知是不是都做涂鸦的缘故，

他们三人的创作方向是比较相似的，都化用

了当地的历史文脉典故，以通俗易懂的形式

呈现出风格强烈的视觉效果，色彩饱满，画

面丰富，符合当地民众对公共艺术的认知。

在山间与这些涂鸦偶然相遇时，一定会为这

趟旅程增添趣味。对他们而言，最大的挑战

不在于设计创作方案，而是在开工时面临的

挑战：环湖路并未封路，创作期间仍然有车

流川行，两面山体间穿堂风呼啸而过……这

都可能在加速异化的威压下变得更加令人担

心社会的未来，于是如何对抗加速异化就较

为迫切了。我赞同书中罗萨的观点，即加速

异化存在对立面，那就是人与世界、主体与

客体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为主体的反应关

系，即任何一方都不受制于另一方的“共鸣”

（resonance）。“共鸣”可以在自然、艺

术和宗教中找到，也可以在人与人或物之间

的关系中找到。这种“共鸣”是普世性的，

无论身处东方哲学观的影响——比方说植根

于道家的“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禅宗式

的“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亦或是儒

家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还是

扎根于西方现代思想史的超验主义传统——

就像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所经历的

那样，“在任何大自然的事物中，都能找出

最甜蜜温柔、最天真和鼓舞人的伴侣。只要

生活在大自然之间且还有五官的话，便不可

能有很阴郁的忧虑……我希望我生活中有很

多的闲暇时光。有时候，夏日的早晨，我按

习惯洗过澡之后，会在阳光灿烂的门前从日

出一直坐到中午，我沉浸在遐想中，周围环

绕着松树、山核桃树和漆树，享受着无人打

搅的独处和寂静，而鸟儿们在歌唱，或者悄

无声息地掠过我的房间，直到太阳照进我的

西窗……”无不显示出人与自然、自然与万

物之间的关系。

因此，作为一种理论场域，“梦游人”

的“梦游”不仅是对理性、文明、城市、高

速网络等技术规训的短暂逃离或者登上“愚

人船”式的主动自我放逐，实际上更指向了

一种寻找“共鸣”的艺术生产方式，用山水

田园这种在现代社会中的非常态的浪漫语境

促使我们跳出以往对于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狭

隘理解去尝试对当代生活“减速”，重塑人

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环湖路考察纪要

环湖路一带的山光水影在华北地区颇

为难得，山峦都是小巧精致的样子，晓风习

习，水波纹微微荡起，让人想起南宋时山水

大师马远、夏圭笔下的《水图》。路上时不

时有游人沿途拍照，驻足欣赏美景，聚在湖

边钓鱼，无不印证了这里的旅游热度。这是

一条狭长的路，多数地方仅供一辆车通行，

每隔几百米会有一个略宽阔的山凹处作为会

车点。这就使得路上的人都走得有些慢。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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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梦游”？

从神经学的定义来说，“梦游症”描

述的是一种半醒状态下的睡眠障碍，处在梦

游之中的人的种种行为都缺乏理性意识的约

束；若是将“梦游”的定义放置在更大的社

会学语境中，它便成为了代表非常态、非理

性的精神符号，处于理性与秩序所代表的现

代社会规则的对立面上。

这个时代的切身问题是什么？与一百

年前相比，我们的生活环境确实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相对于对前现代生活所象

征的“慢”，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在城市中

的现代生活很“快”。最早提出社会加速

理论（acceleration，应区别于加速主义

accelerationism，两者有联系但并概念并

不相同）的是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

（Hartmut Rosa），他将加速定义为“经验

与期待的可信赖度的衰退率在不断增加，同

时被界定为‘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在萎缩。”

在他看来，现代生活的核心就是我们周遭的

事物变化的加速乃至“时间”的“加速”，

而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加速”的历史。而加

速又分为三个层面，从较为浅层次的“技术

加速”，进而影响到“社会变迁加速”，最

后体现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则是“生活

步调的加速”。技术加速很好理解，近年来

5G 高速网络基站的广泛搭建、高铁的全面

提速、乃至物联网的发展都提高了人们通讯、

生产的速度；“社会变迁加速”则体现在“技

术加速”的影响之下，即人们社会关系的稳

定性遭受冲击而产生的变化加速；最后“生

活步调的加速”则表现为“时间”的“匮乏”，

即不得不在更少的时间里做更多的事，要么

压缩完成同一件事情所消耗的时间，要么在

同一时间内完成多线程任务。

我们意识到当初引以为傲的理性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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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作品上墙时必须考虑到实际喷绘条件而

做出取舍。尽管经历了诸多困难，最终的成

果却出乎意料的好，对于当地居民而言，也

许正是这种放低了身段邀请普通人共舞的艺

术激发起他们的共情，更加令人动容。

时子媛的《山屏》是极有禅意的形式主

义作品。《山屏》塑造了一扇扇窗户，这窗

户将被凝视的对象——水，与现实世界区隔

开，摒弃其功利性的考虑，并起到“构图”

的作用，赋予世界以某种美的“图像”。正

如宗白华对康德美学“形式”的总结，一方

面窗户将“图像”与现实隔开；另一方面，

窗户又使得由此“望”出去的风景被剪裁和

构型，产生了美。与寻常在易水湖观赏山水

的游玩路线不同，时子媛利用“窗”提取了

一种最纯粹的元素，在不经意间给游人带来

独特视角和感官冲击。易水湖山湖间的道路

是人们环湖看景、参与自然的一条路径，“观

景窗”也带给旅人介入自然的新途径。通过

《山屏》的窗唯一能看到的景色是水，水本

无形，不论是季节、天气、一日之间的时间

变化都能改变水的形貌，它还会随着观看的

方向和心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何尝不是一种

“共鸣”呢？

郭兴悦的作品《筑》充满了人文关怀。

她选择在逐渐远离城市时越来越常见的鸟巢

作为意象，用朴素温暖的色彩搭配和剔透的

工业材质来塑造自然中被保护的感觉，三个

鸟巢两两相通，体积没有大到可以过人，但

仍可以进入看到里面别有一番天地，如同进

入爱丽丝梦里的仙境，是环湖路上一颗惊艳

的明珠。

王成普的《沙滩·灵龟·浴沐阳光》有些

诙谐和戏谑的味道。他的创作源于自然景观

的灵感，以及“象形”的认知方法，使用拼接、

组合的造型方式来人为重塑“灵龟”的形象，

却并不着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自然的

敬畏，而是借此作品传达一种有别于传统的

后现代主义世界观。灵龟也好，人也好，在

这场“梦游”中，尊重个人意志，在沙滩上

自由享乐，正契合了“减速”的要义。

王亚龙的作品《遗落的西西弗斯》有种

执拗的匠人气，一个完美的、用巨大的石头

雕成的球，就这样坐落在山湖边上的一处山

凹里，让人不经意间在环湖路上与之相遇。

这是个庞然大物，比人要高出不少，活像远

古神明留下的神秘遗址。巨石的崇高与人的

渺小在此处将会发生非常有趣的碰撞。

对艺术家娄金而言，他的作品《赵宝》

则是一场在地行为艺术的纪念留存，作品的

制作过程对完成度尤为重要。创作前期，他

乘上每一户居民都必备的“金彭”牌电动三

轮车在公路边、院子角落、回收站、垃圾场

里四处拾荒、寻宝，选择一些生活的、建筑的、

自然的材料作为作品原料，并通过钢筋混凝

土结构来这些物件凝固在一起，在塑造过程

中去寻找此时此刻具有在地性的“标本”。

环湖路沿途只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叫赵宝国，

和妻子、女儿、女婿一家人在景区生活，一

层平房的“农家吃住”周围散放着各种物件。

艺术家娄金和他们一起把散落在房屋周围的

废弃物件构筑成了一件作品。物品都被混凝

土凝固在了车上，原本在任何一个路边都可

以停放，但是主人灵机一动，就在自家院坝

的一角选了一个好地方作为作品落脚点，承

诺当成自家财产、当作宝贝看管，因此作品

得名《赵宝》。

娄金的创作方式是观念化的，是一种

与城市充满了冲突的后现代生活记录。他有

意识地运用了曾经的创作文本，但保持着无

限的开放性，在已有的“文献”或“材料”

之中创造自己的作品。在后现代彻底反叛了

古典主义建立在相似性和模仿论基础上的艺

术理念之后，艺术便摆脱了一切外在法则的

约束，进而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立的法则。直

接挪用的既定物品强调了艺术相对于外在现

实的独立性和超越性，这使我想起了丹托

（Arthur Danto）在《艺术的终结》中提到

的当代艺术越来越朝着哲学化、观念化的方

向发展，成为某种“精神性”的代表。

王莹的创作一直指向社会秩序影响下人

们的生活状态。在《回家》的创作前期，她

走访了易县周边很多村落，发现这里的“空

心村”现象非常严重，留在乡村的大多是老

人和孩子，青壮年劳力基本都去了城里打工。

因此她想做一个关于子女“回家”探亲的作

品以表达对乡村振兴的美好祝愿。更有趣的

是，《回家》对媒介的应用是充满诗意的。

尼采的图像理论指出媒介实际上是关于图像

传递的问题，即图像、媒介、身体的三角关系。

作品中出现的图像与现实中的人、事物发生

指涉、修改、拼合，这个过程中，人的感官

参与了相互作用；同时，当我们看到图像时，

感官也在重新解码我们感受到的图像，这个

过程通过情绪的表达而产生共情。图像与图

像间的相互指涉、感官与图像间的相互作用，

就构成了原初意义上的诗歌。

江城的作品《卯时卯石》充满着对现实

人生的慨叹。在他看来，这个大工业时代下，

人与鹅卵石的境遇并无不同，人在社会中摸

爬滚打最终棱角磨平适应规则，鹅卵石原本

也并非如此圆润，在一次次水流的冲击与碰

撞下它不再具有攻击性。他的渡船上嵌满了

鹅卵石，这是对人的隐喻。人们此时既是过

河人，也是摆渡人。江城用多重视觉语言，

以及情感化的呈现方式，突显了物质与精神

的平衡。和娄金的作品不谋而合的是，这个

作品也是充满主观精神性的，它可以对观者

有意义，也可以对观者毫无意义，都不妨碍

那船“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艺术可

以不需要表达任何东西，只表达自己就好。

赵悠在作品《176cm×53cm》中选择

用雕塑翻模的方式复制了三块裸露在外的山

体，用自己的身高和身宽作为雕塑的尺度，

并翻制成黄铜，客观地记录山石此时此刻的

形态。山以主体的身份“参与”了作品的建

构。如同碑刻一般，这几块黄铜代替艺术家

本人永立于山体前，留做他与此山此地共同

的纪念。这让我想起了韩国激浪派艺术家白

南准的一著名装置作品《电视佛》，一尊佛

像前面有个电视在播放着这个佛像的画面。

对观众而言，无论是看见佛像本身还是看到

电视中的佛像图像，都会形成一个既不在佛

像里，也不在电视里，而在观者的脑子里的

精神图像。《电视佛》和《176cm×53cm》

类似的是黄铜作为媒介只是使山体的图像呈

现出来的中间者，这里面仍然有三个图像：

山体的图像、黄铜对山体拟形的图像，以及

观者头脑中的看到的艺术家身型与黄铜重叠

的精神图像。三重位置的交互重合共同构成

了他作品的在地性。

总结

艺术不是单纯地自说自话，乡村公共艺

术更需要引起观者的共情。艺术当然不能把

生活的复杂场景全部浓缩进来，但其重要价

值在于通过作品给人们提示一种新的思维角

度和启示。我们的驻留总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首先是考察阶段，深入了解当地自然人文和

民俗生活的大背景；接下来的小稿阶段颇为

紧张，将考察方向和内容融入艺术创作，对

在地性的要求和当地施工环境的综合考虑都

会影响到小稿创作；然后就到了等待阶段，

等待方案得到确认的时段是我们最轻松的时

候，每个人看起来都优哉游哉，尽情享受这

个自己并不熟悉的乡村生活，这也是我认为

最接近“梦游人”主题的阶段，相信我之后

也会时不时回忆这段生活；最后是落地阶段，

即使前期做了那么多的准备、调研和改稿，

落地阶段也并非一帆风顺，户外创作需要天

时地利人和，大风过境或是雨天可能就会影

响部分艺术家的进度。不过最终我们还是完

成，而且很多作品确实相当出色。

我从心里感谢这个驻留策展人的机会，

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思考——策展人在驻留

创作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以艺术为

名激发乡村活力的计划理应长久坚持，就

像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那样，将艺术

深深地根植于乡土之中，使当地村民们从最

初的疑惑转变为后来的全情支持，并同驻留

艺术家们建立深刻的关系。目前，易水全域

艺术驻留计划也正在经历这些阶段，乡村振

兴更需要当地居民的充分参与和支持。对于

本期驻留的艺术家或策展人而言，这可能只

是短暂的 40 天乡村生活；但对于当地居民

而言，他们每一天都在这里，积年累月的改

变和参与才能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所以我

真诚祝愿易水全域艺术驻留计划可以持续下

去，相信坚持几年后，这定会是中国乡村振

兴之路上的一座里程碑。

#3 #4

3

郭兴悦

筑

钢筋、铁丝、鱼线等

230cm×230cm×700cm

2021

4

王莹

回家

金属

尺寸可变

2021

10 11

Special Topics
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