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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以西南腹地乡村与工业遗址空间中发

生的丰富实践案例，在“艺术介入乡村”的流行语境下，

探讨艺术参与社会的文化态度，提出“以无知者的姿态、

以浸润的方式”来面对中国城乡现场的公共艺术全新思考

和艺术融入社会的美学生产与意义建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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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bundant practical cases taking place in southwestern 

hinterland villages and industrial sit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ultural attitude 

of art’s engagement in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art’s intervention in villages”, 

proposing “the attitude of ignorance and methods of immersion” to face the brand-new 

reflection on public art in the sites of Chinese cities and villages, and the methodology 

of aesthetic production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art’s engagement i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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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潮背后

艺术乡建已成为时下的热门话题，这

是个很好的现象。一方面说明我国在现代化

转型过程中把目光焦点开始投放到中国的大

格局、全域思考的纬度，放到了大历史视野

下城乡统筹整体关系中，放到了中国民族性

与国民性的内涵探索中，实现资本能量向乡

村的转移，这是一件符合我国当下国情、时

代发展和具有政治正确性的事。另一方面也

说明了我国当代艺术创作走过了几十年的画

廊经济、在遭遇资本泡沫后正在经历一种转

向：在从白盒子美术馆模式走向真实的社会

现场与社会问题的新尝试。

但当我们把艺术乡建放到国际视野来看

时，它追随着两条重要线索：一是中西乡建

运动；二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介入为主

的当代艺术发展。中国艺术乡建和当代艺术

创作的转向，似乎在有意叠合这两条线索，

开始走向社会、走进社区、走到乡村。

然而，在近十年中国艺术介入社会的热

闹现象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艺术在融入社

会的路径和方式上，呈现良莠不齐的现象。

有将社会现场（尤其是乡村）当作资本伦理

下的他者、新的市场，通过艺术或绑架艺术

为资本寻租，从而实现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

资本避难，为资本寻找新的利益增长点。出

现以艺术作秀，来制造噱头达成商业目的，

又简单粗暴地将乡村“城市化”的现象。有

的让艺术成为实现知识分子“香格里拉想

象”的借口，用艺术等综合手段让乡村成为

实现知识分子构建“理想国”的试验田。有

的让社会现场（乡村）成为第二块画布，成

为艺术家彰显个性的新载体……这些问题很

显然暴露了部分艺术家作为文化生产者在遭

遇现场时的身份和姿态诟弊：主体性和本体

性的失位。有些艺术家或知识分子在资本的

驱动下丧失自身和乡村现场的主体性，以精

出于公共艺术专业教育改革探索与教育

面向社会、面向现场实现“产学研融合”理

念的需要，2014年西南田野创作社成立，社

员组成以四川美院师生为主。西南田野创作

社针对腹地现场进行田野调查，以社会介入

的艺术态度进行了大量的参与式在地创作。

西南田野创作社选取被公认为人类学、考古

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重在强调对社会现

场“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突破当下

虚拟世界营造的“二手经验世界”的限制，

来建立真实地解读现实之最佳渠道并构建起

一个理性认知模型，形成一个批判性的起点

和理解框架，从而在较全面地了解现场的空

间、材料、社群、人、文化与现实问题等情

况后，获取在地创作的重要基础和契机。田

野创作倾向于一种立足于现场的轻松的创作

方式，但又规避于简单的大地艺术样式的再

现或堆砌，并试图以一种对话或关系美学的

诉求来亲切地面对现场，无论从观念的产

生、场所的选择、材料的运用到作品的形式

等，都力求根植于现场、生长于现场，从而

作用于现场。

四年多来，西南田野创作社并未接受任

何委托，不刻意寻求商业资助，以“游牧”

的方式，活跃在西南腹地的九龙半岛工业遗

址、中山古镇、丽江束河古镇及许多乡村，

连续开展了各种国际工坊和系列田野创作；

让当代公共艺术介入西南腹地，不仅是以物

化的艺术形态对物理空间的改变，还是以事

件化的艺术形态展开与人、与社群的对话，

向社会提问。“游牧”是一种轻介入，是对

资本过重权利的逃离和回避；是一种寻求地

方差异化资源和全面认知腹地特色的方法。

“游牧”更是一种轻快而绿色的当代艺术创

作方式和美学生产方式。

三、方法与实践

西南田野创作社带着公共艺术教育和学

术研究的目的，在与腹地现场的相遇中，常

以“无知者”的姿态尊重场所；不追求创作

高大上的永久性作品；不求刻意改变环境和

他人；但求以行动为地方、为原住民呈现不

一样的关于文化、历史、环境，以及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思考；尝试让学生获取一种全新

的视角观看真实的世界和社会现场，看到

传统与当下文化价值，并由此滋生自身与

社会现场实在的关联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切

身责任感。

英分子的高位逻辑，去制造种种无视乡村自

身问题和乡村价值的暴力行为。

因此，艺术如何面对现场的姿态和方

式成为重要问题。每一个现场，都是地缘、

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紧密结合的现

场，是具有自身全局性和结构性的。现场同

时是生长性的生命体，其在时空梯度中沉淀

生长并具有差异性、综合性和整体性，是具

有本体诉求的现场。例如，乡村现场，一系

列的制度（土地、物权、户籍身份、国民福

利待遇等）、自然环境、生产手段、国民素

质、业态、收入差别、礼俗与伦理等因素会

综合架构一个个具有自身逻辑的现场，每一

个因素都像一种能量，相互纠缠博弈，形成

现场的综合效能。艺术介入现场无视这些能

量，会难以避免强势姿态。如若以谦虚的认

知姿态，即以“无知者”的姿态，去调查—

学习—研究—转换这些能量因素，并找到问

题和影响问题的主要效能，结合艺术家的亲

身体验，建构真实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

现场的联系，获取现场独特资源。针对独特

的问题，会确保艺术创作的独创性可能，确

保当代艺术创作的观念力度和现实情感的饱

满度，以及语言的针对性和创新性，规避艺

术形式的趋同化。以无知者的姿态，还会在

现场规避为艺术而艺术，倡导打破艺术孤岛

现象，以学习者的姿态，联合社会学、人类

学、三农学者等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的

力量，分析现场，更整体判断现场，从而更

全面地去服务现场。以无知者的姿态，强调

艺术本体的有效性和有限性，强调艺术的社

会性服务功能，强调当代艺术创作的在地

性、公共性、互动性和独创性。

二、腹地现场与田野创作的“游牧”

巴蜀地带作为一个地缘共同体，属盆

地结构，西接世界屋脊，群山环绕，水土

丰茂。由于其地缘特性，巴蜀之地正如中国

之“腹地”。自古以来，也因为其被群山围

绕而相对封闭性，但其相对独立的地缘特征

使其保留了较好的农耕原住民的原乡文明和

大量的乡村。受二战时陪都、“三线建设”

等重大事件影响，以及由于长江的便利，巴

蜀腹地又有效地叠合了东部工业化、现代化

的进程，实现了完整的乡土文明与现代工业

文明的超链接，并留存了大量工业文明的痕

迹。因此，当下巴蜀腹地保留了丰富的历史

文化肌理和多样的社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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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不是目的的目的，西南田野

创作社走进腹地现场时，一般会以这样的步

骤开展工作：第一步，听空间；第二步，听

人；第三步，田野综合调查；第四步，在地

创作。

“听空间”阶段着眼于对腹地现场的

物理空间的观察与分析，从尺度、材质、结

构、路径等角度运用系统性方法进行空间考

察与感知训练。一般情况下，为了方便进入

状态，社员们会先开展“一根线”或“一个

圆”的练习，运用当地唾手可得的材料在自

己感兴趣的空间里做一根线或一个圆。经过

这个练习，大家会迅速放下包袱，融入到当

地空间中。这种训练，我们开玩笑地称之为

“空手套白狼”或“空间魔术”，强调身心

建立对地方景观、地理环境、素材等直观的

了解，强调搭建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关系，

得出直观范式和关键词，从而形成研究的基

点和视角，消除二手经验的干扰。

“听人”阶段则强调通过与原住民的

交流，收集地方故事、口述史、地方习惯、

礼俗、节气风情、业态构成等人文讯息和精

神内涵。这个阶段会采用身份互换的游戏方

式，促进社员与原住民的沟通。要求大家两

人一组配合，但每个人必须完成以下几点：

1.选择一家原住民进行采访调查，了解他们

的身份及职业特点；2.与其中一个原住民身

份互换半天或一天，换衣服并结合其空间场

所拍合影照（要求动作及表情平静、突出衣

着变幻及原住民空间为主）。这一阶段比较

关注构建人与人的关系。

经过“听人”的训练，社员们会信心大

增，迅速与原住民打成一片。在此基础上，

再系统性地开展综合性田野调查，对现场进

行公共空间的物理性“解剖”和精神性“解

剖”，关注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与整体认

知，形成谱系，得出结论。这些结论成为在

地创作的观念出发点。原生性和多样性的问

题特质，在田野综合调查的阶段经历反复论

证和分析后明确出来，会引发在地创作的在

地性、原创性和丰富性。

到了在地创作阶段，西南田野创作社

会分组展开，运用公共艺术的创作方法论，

运用“采·集——共·生——对·话”的思路，

注重创作的在地性、公共性、艺术性和互动

性。“在地性”是指创作的核心关怀、选取

的创作元素，以及所用材料要就地取材、信

手捏来，关注创作与地方场所空间及人文价

值的密切关联；“公共性”要求公共艺术家

不只是艺术家，不先入为主，不贪恋个人风

格彰显或图像经验的生硬再现，关心创作对

在地公共空间的尊重，对公共理念和公共价

值的倡导，以及为社群和社区服务的意识；

“艺术性”立足当代艺术的审美范式，推崇

社会介入理念，强调文化研究的理性态度、

观念的力度、现实关怀的情感饱满度，以及

语言运用的智慧度和审美性；“互动性”力

求作品与场所从人文内涵到语言运用上的

互动和喜闻乐见特点，强调作品观念的可

达性、人性化，以及作品的公众参与性和

开放性。

在地创作会运用关系美学理念，强调通

过合作机制，建构作品与场所的对话关系。

创作规避停留在简单的大地艺术造型迷恋和

装饰美化上，注重将创作融入人与物、人与

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联中进行

跨界融合与多元互动的美学生产方式尝试。

多年来，西南田野创作社在实践中逐步

积累了一定的艺术策略和经验。从类型上，

田野创作社的腹地在地创作一般分为原生策

划、内容制造和空间激活三类。从目的和内

容上尝试了以下10类：

1.共同体塑造。通过艺术性的策划共同

体故事会、朗诵会、早餐会、研讨会、工作

坊、社区农场、排演社区戏剧等，来强化社

群共同目标，凝聚共识和价值，提高社群对

公共事务的热情；并因共同体价值而促进社

群有效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改造能力。

2.记忆保存。通过重组记忆来重塑平等

意识、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通过艺术化的

博物馆、故事馆、时光记忆馆，以及家族相

册、家谱、新地方志、档案馆、口述史，成

立社区记忆中心等形式，为地方共同记忆凝

聚和保存服务。

3.创造力训练。实现艺术驱动民艺与非

遗活化、新器物美学、DIY等方式，来有效

联动腹地社群公众的参与，激发腹地社群的

创造力，凝聚腹地智慧。

4.特色营造。经过考察，发掘地方特

色，以艺术的方式，调动社群一起来发明节

日、新民俗、新菜肴或社区名菜、地方器物

等，策划这类活动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创效

益，而且会有效地促进腹地社群人际关系的

亲密与互助。

5.民主机制推进。通过各种艺术形式的

对话与沟通，推进社会民主，促进社会关系

的平等，促进社群公民自愿交往与平等互

动，建立起论辩的理性、批判的能力并提升

人文质量，提升公众对私利的超越能力，改

变对公共利益的认知。

6.宽容力促进。通过艺术创作与互动交

流，改善社群对创新创造的包容能力、对陌

生事物的学习能力，以及对陌生人的友善和

尊重等。

7.生活品质提升。运用艺术，彰显审美

化的生活文化、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立友

善、亲密环境，让劳动价值的尊重提升，对

环境进行针对性提升改造等。

8.业态活化。艺术触及地方业态，运用

艺术创造力带动地方业态的创造性。

9.生命教育。艺术与哲学、人类学、社

会学等跨界联动创作，关注生命话题，促进

健康的生命理念塑造。

10.价值观重塑。通过系列的活动和创

作，让地方原住民对家乡有正确的认知，获

取自豪感。

以上这些策略在具体的腹地现场实践运

用中，会针对现场在地性诉求，交叉灵活内

化为各种形式和手段的创作实践。以下将挑

选几例来阐述田野创作社实践的理念、方法

与路径：

1.《流动美术馆——老物件儿》。作品

发生在重庆中山古镇，创作调查了整个古

镇街巷各家庭中珍贵的老物件，用他们的

方式让物件成为展品，让老物件所在的家庭

房间成为美术馆。手写邀请函，张贴海报，

引得所有的游人和当地的居民来挨户寻找、

参观……他们巧妙地运用了“流动美术馆”

这个概念及形式，促成人们重置一个古镇的

感性经验，并形成开放式、参与式古镇场所

特性的揭示，同时作者在美术馆志愿者般的

身份扮演过程中，完成了他们对现今快餐式

旅游的一种轻松的批判。同一地点运用地

方记忆保存的方法，还有比较喜庆的作品

《缘》。社员们讨来红绸布将当地最古老的

石桥捆扎了起来，桥面上巧妙地做成了许多

漂亮的绣球结（婚俗里常用）。恰到好处地

以包裹艺术的形式，充满仪式感，凸显了当

地每年七月初七99对新人走过该古石桥的风

俗文化记忆。

2.《一粮架的繁华商品》是西南田野创

作社在云南束河古镇的创作，运用了纳西族

农耕文化的图腾标志青稞粮架，像在收获季

节晒粮食一样，密密麻麻地挂满了从古镇各

个角落收捡来的各种便捷消费品空壳。它们

在丽江干净的天空背景下，色彩鲜艳夺目，

很是热闹，成为当地人和游客络绎参观的风

景。作品以一种景观化的方式完成一次对纳

西族传统农耕文化的追溯和完型想象。运用

这种微观批判的社会介入方式的创作还有

《东巴家园》等作品，西南田野创作社社员

们与络绎不绝、自愿参与的纳西族原住民、

游客、客栈老板等在待建空地上，用垃圾场

扔弃的纳西原住民老房子的构件搭建了15米

宽30米长的两个巨大的东巴文字（纳西族语

言）“家园”。这种游戏般的活动，似乎就

是在建筑一个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内与外

诗意共存的思考与梦想。

3.《工业心脏》是2017年元旦前后在

荒弃的冷冻厂里，通过艺术与科技、声光电

与工业旧机器场景的巧妙结合，打造的一场

可呼吸、有生命的沉浸式、乌托邦式的工业

文化体验艺术秀，开放性地融入了观众的在

场参与，以一种象征性和波普式的方式，在

呈现工业历史记忆的同时，表达了对我国工

业转型以及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此后这个场

所引起了政府的重视，现在已顺利转变为喜

马拉雅书店及文创园。作品《cao火车》是

在重庆市九龙半岛黄桷坪铁路社区三角道，

撷取了公元1952年6月13日中国建国以来第

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在这完成的历史事件，面

对逐渐萧条的社区现状，策划了一场为这

条铁路举办了66岁生日聚会为由的“cao火

车”艺术节，有“在地艺术互动”“铁路剧

场”“铁路故事分享会”等丰富内容。举办

后引起了线上线下数万“火”粉的共情参

与，让地方铁路社群记忆成为九龙半岛的一

张文化名片，该现场也变成了旅游打卡点。

四、结论：美学生产与意义建构

西南田野创作社在腹地现场的实践，

是一种当代美学生产方式的尝试。在秉持

“无知者姿态”去面对腹地城乡现场，是一

种对现场主体的尊重和对艺术本体的客观认

知，在社会介入的理念和对话美学、关系美

学的话语建构中，注重对现场价值尤其是乡

村价值的彰显，是对地方多样性文化的价值

呵护，对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原创性和丰富性

贡献在地性经验。西南田野创作社多年的

“游牧”，探索艺术以跨界融合的方式、多

元的手段，浸润在腹地现场大地中；并在资

本化、现代化的城乡现场，尤其是乡村建设

中，寻求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复兴背景下的

原乡意义建构。当代乡村建设，除了经济和

科技带来的力量之外，在城乡统筹整体思考

视角下，在全球化语境中，在礼俗等传统

文化基点上探索意义建构，也许是更重要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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