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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离不开
艺术“监视”

为什么不“自己”来？
" 尹仁沐!本刊特约评论员"

●热门艺术评论

———百年后项目“世纪相机”给今天带来了什么？
" 寿达琳!本刊美国纽约特约评论员"

! ! 法国街头艺术家 !"个展近日在上海

举行!包括在#$画廊"上海当代艺术博

物馆及在上海市区移动照相车的活动三部

分! 展期分别为#%月 &'日至 '月 %日"%

月 &(日至 (月 &%日"%月 )至 '月 &*日$

这位在 *+&&年就来上海举办名为%城市的

褶皱&个展的艺术家!曾经用普通老年人的

巨幅照片震撼了不少人! 因为他将照片张

贴在了上海具有代表性的! 还有等待拆迁

的建筑外墙上!将城市与老人结合!让人们

不得不想到城市发展中老年群体的关注!

并深受感触' 今年!他又一次到上海!展现

了更多思考'有意思的是!其中一部分是主

办方为上海%量身定做&的一辆%,-.,/0 123&

卡车!公众可以免费参与其中!拍摄自己的

肖像"表达自己的观点等'

这样的形式让我突然意识到! 近些年

来!一些反映城市变化"记录城市变迁的艺

术家和艺术创作正风靡全球! 有人要用一

百年来记录德国柏林的城市变化! 也有人

用老照片追思城市发展的种种往昔! 但是

看看这些创作的艺术家就会发现一个不争

的事实# 绝大多数反思城市发展的艺术创

作都是外国人的杰作' 尽管这几年在上海

也有不少有关城市记忆的展出! 但是很多

都只是普通的文献和老照片展出! 与之相

关的艺术创作却很少(又或者是像 !"这样

的外国艺术家来创作的有关中国城市的艺

术作品!不得不承认!国内的艺术家还甚少

有出彩的城市记忆类作品创作'

问题来了! 为什么外国艺术家能在城

市记忆方面独具匠心! 我们的艺术家却鲜

少有佳作出现呢) 我想!关键还是在于我们

的思想没有变化' 对于艺术创作!很多艺术

家还是把它更多当成抒发个人己见的方

式!即便是对城市问题进行反思!往往也是

用非常个人化的形式和观点来创作! 而并

不是抱有让老百姓参与! 或者描绘出老百

姓眼中的城市面貌这样的出发点而作的'

缺少了对城市进行观察记录和为市民创作

的意识! 又怎么会有打动人心的城市记忆

佳作问世) 其实!让老百姓%自己&参与到艺

术中!让艺术家%自己&加入到城市观察中!

才能有属于城市%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艺术

记忆!不是吗)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艺术

家还需拿出更多责任感来'

城市记忆
留下时代风貌感受变迁

今年 #$岁的美国概念艺术家基茨与柏
林当地一家画廊合作，开展了他的一项神奇创
作———一项将在百年后出现的展览“世纪相
机”。你可以把这个项目看成是单纯的摄影创
作，因为它的创作方式就是简单地利用相机，
记录下德国柏林这座城市的历史风貌；你更可
以把它当做一项艺术实验，因为这个项目需要
历时一个世纪，并且集合了百名以上的普通市
民的拍摄。对于柏林市民来说，这是一项有趣
的活动，他们只要提交很小一笔订金，就可以
获得一部内置针孔镜头的罐头相机，然后只要
将相机摆放在城市街头所喜爱的任何地点即
可。这些相机被摆放在柏林街头一百年，并且
在未来悄无声息地记录下这座城市的一点点
变化和发展，尽管现在的我们只能在脑海中幻
想一下这项展览未来会是如何令人震撼和感
动，但是 $%%#年的人们就能在这项艺术创作
中感受到我们的时代，实在令人期待。

当我们还习惯于用文献、相片和影像这
样普通的手段来保存历史的时候，用艺术的
方式来记录城市风貌和人文精神的创举也在
不断出现，这种方式上的变迁何尝不是一种
时代的变迁？想想看，如今被我们当做历史见
证的 %&世纪“各门各派”的油画，成为了今天
的历史；如今的艺术行为又何尝不是在为下
一个时代留下艺术人文呢？

民众参与
市民为城市历史"接力#

作为一项记载城市历史的艺术创作，它
的规模之大绝不仅是体现在时间跨度上，在
参加创作的人数上也很宽泛，只要你愿意，你
就能为城市记忆贡献一份力。如果没有不可
预测的因素影响，在这百年间，参与这项活动

的人数将达到几百人，甚至可能成为一场撼
动时代的“世纪接力”。

根据要求，当市民安置好罐头相机后，就
不再去接触它们，直到需要交接给下一代时，
才会告诉他们相机放置的位置，等到一百年
后，他们的子孙才会取回相机，并且将照片冲
洗出来。等到那个时候，他们可以选择是否将
照片交回给画廊，参加“世纪相机”的展出。也
许大部分人都会很乐意将自己“祖传”的成果
拿出来与更多人分享，但也可能会有人更希
望将这个成果珍藏在家中，但无论这些照片
公开与否，这些曾经参与到这项活动之中的
人本身都已经享受到了艺术创作的过程，这
种无形的收获比之实物的艺术藏品，恐怕更
能触动情感，参与了活动的市民对于柏林这
座城市的感受恐怕也会更加特别。在这些影
像中，观察着每天生活着的城市的发展变化，
既能追忆往昔的时代风貌，更对为城市将来
的发展产生启示。

艺术行为
不以艺术家个体为中心

或许很多人至今还传统地认为，一个艺
术家的创作就必须是他独自一人将所思所想
用各种手段表达出来，然而事实已不尽如此。
就如基茨这次的创想那样，找来许多与艺术
创作无关的普通老百姓参与创作，也不是一
件新鲜的事情。可以说，艺术家之于其作品的
主导地位已不再体现在创作本身这件事上，
而是创意本身成为了完全的主宰。

严格说来，这项“世纪相机”目前为止也
只是在进行中的创作，由于历经的时间非常
长，我们也无法断言，在 $%%#年的人们是否
真的能够看到这场展出，毕竟作为发起者的
基茨几乎没可能活到 %#$岁。换句话说，等到
$%%#年，真正能够最终实现这个作品的人我
们并不知道是谁。正因如此，我们可以从中感
受到的是，艺术家正在逐渐减少其主角地位，
也可以说，人在艺术创作中的绝对地位正被
颠覆，艺术的本体性却越来越明显。
“世纪相机”的创作目的性很明确，它是

为了更好地让人反思过去，并展望将来的城
市发展与变化，因此这个创作是为了城市未
来而生。即便基茨会无缘见到这个创作的完
成，但他的构思却已实现。对于很多还认为创
作是服务于创作者的艺术家而言，这何尝不
是一种新概念的冲击？与其想着怎么创作叫
好又叫座的作品，不如更多地想想作品能给
观众带来怎样的思考。

5月16日，美国一名概念艺术家
在德国柏林进行了一项名为“世纪相
机”的神奇艺术实验，他邀请当地民众
将百部针孔相机隐藏在市区内不同场
所，进行极长时间的曝光。这些相机将
会在未来100年时间内，记录下柏林城
市街头的变迁，这不仅是一种艺术行
为，更是一项城市记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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