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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另类生存空间

!%

桥$几何

! 艾考

我们的城市!无论大小!对于自然而言都

是另类的怪兽!它们大量地消耗能源!产出温

室气体!与环境严重地撕裂!工业革命的魔手

把人类推向了与自然截然对立的悬崖边"

以城市空间和公众生活为背景而展开

的城市艺术!纷纷强调艺术对自然#环境和

空间的征服!数不清的艺术作品!主题都是

肯定人的意志和力量!生态环境的牺牲全都

在所不惜"

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灾难!让生

态城市渐渐成了越来越多的人们谈论的话

题$人应是自然的守护者"城市也是一个生命

体!也一样享有生命的尊严!我们要用合适的

艺术形式让它焕发魅力"

浙江台州市中心有一座 !"米高的气象

塔建到快 #"米的时候! 因违反城市规划被

叫停!山顶就留下半拉子混凝土塔身" 塔在

市中心!有小山托举!城市中的空间影像很

是招惹眼球! 如果将它改成一座城市雕塑!

肯定不错" 于是!台州方面让声绩卓著的艺

术单位提交方案!可所有方案都是重建一座

近 !"米的巨型雕塑" 结果! 原本最大的亮

点%%%半截塔没了"

为何艺术设计者不能领会当地意图& 因

为他们的心里!城市雕塑#景观艺术是要为城

市增添亮点!花费金钱#消耗资源理所当然'

我们的所谓艺术和设计出发点! 几乎都是要

把设计者的想法和意志注入到这个城市和居

民心里!不管自己的意图是否合适#是否适应

当地的情况"

为了城市不另类!为了自然能安生!我们

应该学会敬畏和尊重!让放弃#收敛#保护!转

换成为艺术的自觉'顺其自然#无为而为!就

会成为生态艺术的必然选择"

“生态城”由来已久
美国人理查德·瑞杰斯特首倡了生态城

的概念，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建筑、景观、城市
设计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到了 !"#$年，俄罗
斯生态学家扬尼斯基将“生态城”定义为一种
理想城模式———它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繁
荣、生态保护三者保持高度和谐，技术与自然
达到充分融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
力，并有利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稳定、协
调、有利于持续发展的人工复合系统。上世纪
后半叶，“生态城之父”艾洛·帕罗海墨、美籍
意大利建筑师保罗·索拉里等设计大师都纷
纷投入到生态城的营构之中。
生态城究竟应该是怎样的面貌？就像理查

德·瑞杰斯特所说，一座理想的生态城就是“一
座与自然平衡的城市”。这座城市里没有小汽
车，只消耗很少的能源，所有的建筑都徒步可
及，有大量土地供动植物栖居，穷人也能住得
起，人类的艺术、科技和生态智慧在此表达。

砸钱换不来“低碳”
虽然我国政府是在 %&!&年才提出“低碳

生态城”的概念，但中国式“生态城”运动早已
风急火旺地烧了 '&余年了。
打着生态城名目的项目虽然很多，但符

合生态标准的城市却寥若晨星。生态城市艺
术的核心是“低碳绿色理念”，而这恰恰是各
地生态城决策者们的短板，不说别的，就说一
样：我们有哪一座不是以汽车为尺度来规划
和设计的？在很多乡镇，有汽车、有洋房，那就
是小康的标志、现代化的标志，而非生态。
西方兴起的工业革命浪潮，把“人类中心”

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人为自然界立法，人没
有办不到的事情，于是一项又一项新技术把人
无所不能的气概张扬到了极致，到头来我们的
世界已经被我们自己制造的汽车、高楼填塞得
越来越拥挤，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
我们真是世界的主宰者吗？我们可以这

样肆意挥霍才思和激情而不顾环境的情绪
吗？海德格尔说：“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
存在的看护者。”

索拉里的未了心愿
美国一位名叫保罗·索拉里的老人从

!"$&年起，买下凤凰城以北的阿科桑底，开

始了 (&年的实验性生态社区建设，试图把他
所建构的“建筑生态学”理论变成现实。
每一位到过阿科桑底的人，对那些“轻触

空间”之类的术语都印象深刻，“举目望去，一
面浅坡上下，疏疏落落几栋建筑尽收眼底，建
筑群的中心，是一大一小两座开敞的半穹形
混凝土构筑物，宛如科幻片中史前遗迹的硕
大布景。”这是中国一位学者在博客中描述的
阿科桑底———一座“建设性的后现代城市”。

阿科桑底是“后现代的”，因为它是对建
立在汽车轮子上、高耗能高污染的现代城市
的超越；它是“建设性的”，因为它力图打通城
乡之间、城市与自然之间、城市各个部分之间、
城市居民之间的隔膜，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
之间的和谐以及城乡并茂、工业农业的共荣。

可是，阿科桑底只完成了计划的 )*，而
支撑这个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竟然是出
售风铃。今年 (月初，"(岁的索拉里在阿科
桑底安详离世。生前，索拉里曾极力游说中国
应走在西方的前头，在快速推进的城镇化浪
潮中，至少建成一座后现代生态城。可事实
是，纽约、巴黎、伦敦依然是“先进”和“主流”，
是我们要追赶的都市图腾。

别把城市生态艺术想得太难

请先做个自然看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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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内话

消灭“怪兽”

城市生态艺术，即如何让我们的城市更自然、更灵动，
绝不是一味地高消耗与不可持续。近年来，我国已有百余
座大中城市提出“生态城”的目标，可谓是风起云涌，仿佛
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又已来到，已可想象大干快上、从速
建设的场面又将出现。

! 陈守文

# 这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在德国柏林举

办的!现场秀"#将千个小冰人放置在广场#小

冰人最终融化#寓意深刻 $图 %&%

# 美国阿科桑底以

生态建筑的概念为理

论基础# 它试图将改

善城市环境& 减少人

类对地球的消极作用

而做出示范' 图为生

态城里的标志性建筑

的瓷穹顶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