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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山水精神”
真正的传承都是再生

! ! ! ! !毫无愤世嫉俗或肆意宣泄! 正在上海喜玛拉

雅美术馆展出的"山水社会###测绘未来$及"山水

社会###民间传记$展!在回溯传统的同时!以一种

人文情怀对当下投以了关注!带给观者一股温暖的

力量之余!让人对艺术家及背后策划者经年累月的

努力心生敬意%

由建筑实践以及更大的城市规划设想!到以多

媒体&跨媒体等构筑的"山水社会$展!从上海&重

庆&西安到威尼斯&柏林''戴志康用了近二十年!

强势而又坚韧地推进着对"山水$精神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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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关于美术馆的理想

北纬 !"#$"，东经 %&$#"&，中国的西北，甘
肃省东南，天水市秦安县之北 $公里处，属黄
土高原梁峁沟壑干旱地区，在这个不超过 %!

户人家的村子石节子村里，一场由村民自发
的艺术改造计划已见规模。艺术家靳勒是土
生土长的石节子人，于 '&&(年被村民选为村
长后，他把整个村庄作为一个美术馆，每年邀
请国内外艺术家、戏剧表演家等根据石节子
当地的风土人情，带领村民一起改造村庄。靳
勒说：“让城市了解村庄，让村民了解世界。让
更多的人来进入村庄，关注艺术，艺术让村庄
更美好。”

这是出现在“山水社会———民间传记”版
块中的一个案例。

而在 '千公里以外的上海浦东，另一个
有关美术馆的理想亦在壮大。

当戴志康将事业版图扩大到上海的时
候，经历过跌宕进退的他确乎已是胸有丘壑。
“我不是文艺青年，我是改革派，行动派，你也
可以说，我是新时代的乡绅。”果断、执着，戴
志康对自己的定位清晰：“做美术馆，社会理
想远大于兴趣爱好。”

做了十数年房地产的戴志康有一个简单
朴素的想法，要为这座城市留下些精神层面
有关的东西。“有了审美，有了非物质的追求，
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就会收敛。”戴志康说，“从
物质层面来讲，我希望它是一座能体现东方
人性格文化特点，有中国文化之根的建筑；从
精神层面，我希望它能比对纽约 )*)+、巴黎
蓬皮杜，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地标。”

连接了喜玛拉雅美术馆与大观舞台的
“无极场”，是最能体现戴志康与建筑大师矶崎
新对这个建筑体寄托的哲学思想的地方。众
多形状各异的巨型清水泥石柱犹如从地下自
然生长出的“林”，支撑起整个喜玛拉雅中心，
走入其中，又如同进入了原始洞穴，一种荒耄
无垠的气场铺天盖地而来，只觉得人之渺小。
“这是我要的建筑的神性。”戴志康笑言，“接触
了包括贝聿铭工作室等数位国内外建筑大师
后，矶崎新是最和我的想法契合的。”

用计算机模拟了大自然的树木生长形
态，“异型林”是矶崎新给出的标准版的解释，
艺术的渲染力由这片异型园林源源不断地扩
散到整个建筑，人们的想法、创意也在此随着
异形体不断生长。
不久前，“山水展”的开幕式就在这个开放

的场地举行，艺术家杨千在开幕式现场以直播
方式呈现《行走山水》，谭盾团队以《水乐堂·天
顶上的一滴水》献礼山水，许村村民则表演了
留传至今 ,&&多年的民俗表演二鬼摔跤。

山水，中国精神的象征，一种天人合一的
东方人文主义和谐精神。“‘天人合一’产生于
农耕社会，与‘第一自然’关系密切；到了今天
一定是以城市为前提，与新的景观、新的城
市、新的环境相关。”执著于中国传统精神的
当代演绎，戴志康以《山水城市》一书，作为结
束自己十五年地产生涯的总结。

上海证大喜玛拉雅中心只是戴志康践行
其探索的成果之一。在位于南京南部新城核
心区的南京喜玛拉雅中心，中国建筑师马岩
松以更直观的高山流水的建筑样貌表达了戴
志康心中的“山水”情结：建筑的外表皮延伸
出去就是城市公园，集约而低碳，人类居住空
间与自然和谐一体，白天是办公地，晚上变成
休息、娱乐的场所；摒弃无功能的大空间，提
供小而美、高科技的空间。在戴志康看来，这
个 ,&万平方米，有着诗意的古典内涵的建筑
群，正是把山水精神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重新
注入现代生活的有益尝试。

“从今天来说，公共建筑一定要可以

“游”，不仅是供文人雅士，而是要可以让更多
人参与活动。这才代表了大众化的，分享的，
具有开放性的。”戴志康表示，“艺术不应该是
小众的，做美术馆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大范围
的文化、艺术空间的铸造，使之进入普通人的
日常生活。”

那些关于!山水城市"的梦想

在威尼斯著名的圣马可广场邮局的楼
上，“山水社会———测绘未来”作为第 $,届威
尼斯双年展官方平行展项目之一吸引了来自
米兰、伦敦、巴黎重要美术机构的参观人员。
杨泳梁、高世强、倪卫华、王久良、王南溟、袁
顺、阳江组（郑国谷、陈载言、孙庆麟）等以“山
水”反观当下的社会、环境问题，马岩松、陈伯
冲又以建筑的方式提出带有山水文人情怀的
解决之道，展览由影像、摄影、水墨、装置、文
献等不同的媒介呈现，中外艺术家动静结合，
带来丰富的互动体验。

不管如何追怀，在现代性的进程中，无论
从思想上还是视觉上，古代文人所建筑的山
水世界已经被打破了。山水的危机，伴随着传
统自然观的失落。好在，“山水”作为一种特殊
的题材，正不断被当代人重新开掘，重新点亮
属于当下的山水经验，用以承载当下中国人
的世界观。从 '&%'年“生态艺论”展览对因急
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的呈
现，到 '&%!年“意象”建筑板块对山水建筑的
展示，再到马拉喀什双年展上对于“吾乡吾

土”的反思、以及柏林“高山流水”对未来城市
的展望，戴志康和他的团队不断深入思考着
“山水社会”现代化的样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戴志康发起了
“山水社会———测绘未来”这样一个让艺术
观照过去、现实和未来的展览。从威尼斯回
来，策展团队持续着对于“山水社会”的探索
和研究。重新审视、反观当下的社会景观，我
们是否正在丢失或者自我抛弃自己的山水家
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村在逐渐的消
失，而消失的不仅只是那山、那水，更是那群
人。基于此，策展人在原有展览基础上衍生出
新增版块“山水社会-民间传记”，邀请艺术
家通过其身体力行的乡村实践，以艺术介入
乡村。
“许村计划并非只是对一个乡村艺术事

件的记录和整理，……而是借此探讨中国乡
村在社会巨变中所承受的震荡和出路。”渠岩
的《许村计划》呈现了其十年来实践“艺术推
动村落复兴与乡村修复”的成果，其中包含了
艺术家与当地政府、基层乡村干部以及村民
之间复杂和积极的互动关系。李一凡的《乡村
档案》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了一个非常接近最
大平均值的中国西部乡村样本，以最客观的
态度通过对这个样本的原始纪录，试图展现
中国西部农村社会的最大共性。
“再回到我们对山水的定义，我们现在提

倡的天人合一的山水精神，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山水，我们所说的自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大自然，而是一种美的哲学，也是现代人的
一种生存智慧，是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大同的
有益尝试。”戴志康表示。

中国传统文明的价值体系，是以传宗接
代使血脉不断延续，并在此之上建构起个人
价值和社会价值体系。当下艺术家的“山水”
是造化世界，已不是由各种绘画图式构成的
旧时风景。而所谓造化从来并非一山一水的
纯粹自然景观，还是一种创作和变化，所谓
“大衍运行”，生成化育。

一切正如喜玛拉雅中心名字的来源，它
并不代表建筑的高度，而是象征心灵的高度。
戴志康说：“希望大家都能参与到城市山水运
动中来，攀登无止境，探索无止境。”

! 吴南瑶

" 郑国谷#陈载言#孙庆麟$%山水会议#喝茶闻香&$综合材料装置$

尺寸可变$'&%,

" 渠岩$许村计划-祖灵的居所'当代祠堂($建筑设计$尺寸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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