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 深受西方艺术史逻辑和话语方式

影响的中国当代艺术!表面看起来如火如荼!

其实是有很浓重的文本化和精英化倾向" 很

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内部小圈子的自娱自乐!

对于普通百姓的文化需求其实是脱节的" 如

何让具有前沿意识和先锋精神的中国当代艺

术介入公共空间!渗透到都市生活!这既是一

个难题!又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话题"

!"#$ 年!新加坡国际基金会#%&'$推出

%公益艺术&倡议!希望通过公共艺术的这种

形式! 鼓励社区居民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

与创作与互动! 提高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关

注和认知'参与策划这个展览!让我有机会了

解新加坡的公共艺术! 也重新思考艺术与生

活(艺术与大众等诸多关系"比如陈淑芳的作

品!利用漂流瓶的概念!但更换其内核!将祈

愿改为承诺!化虚幻的等待和被动!变为积极

的主动和干预!同时召唤每个人的责任意识"

在这里! 艺术家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组

织者的角色! 只不过是通过富有创意与趣味

的作品!更加巧妙与软性!事实上!人们也更

愿意接受用艺术的方式给自己带来观念和精

神上的提示"

对于平常在城市中为生存而奔波的人!

他们其实很需要在日常生活中! 时不时与艺

术来一场美丽的邂逅! 在经历一种奇妙体验

的同时!对生活作一次微微的停顿和反思"而

这种类型的公共艺术大致具有以下几个共

性)首先要体现人文关怀!不牵涉到过多的功

用价值!没有太多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其次!

要贴近百姓生活! 不能 %假&(%大&(%空&*再

有!避免过于个人化趣味和思考!否则很难在

公共空间与大众形成%对话&'

“社区艺术”为城市增添温度
! 南 瑶

生活单调的家庭主妇、寂寞的老人家、
有特殊身体问题的孩子，在新加坡艺术家
黄炜琪的指点下，他们耐心地将废弃布料
缠绕在塑料垃圾盘和饮料瓶上，组成了钟
乳石和石笋的造型。不久前，这件由上海飞
叶艺术特殊儿童教育和上海星语智能训练
中心的学生，及新加坡宏茂桥地区居民参
与制作的名为《饮水思源》的作品，出现在
“城市·艺术·发展”中国新加坡当代艺术交
流展上。艳丽的颜色，柔软的布料改变了那
些垃圾物的属性，它们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点亮了上海大韵堂艺术馆。

●话题缘起

●言论

城市需要
怎样的公共艺术？

! 傅 军

上海自闭症儿童与新加坡社区区民共同完成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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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月!中国"城市记忆系列

之一 !"#$年

" 杜海军!中国" 灭火器系列 !%&'年

! ! ! !“城市·艺术·发展”中国新加坡当代艺
术交流展基于新加坡国际基金会“公益艺
术”（!"#$ %&" '&&(）项目理念而发起，旨在通
过艺术来提高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分
享实践经验，从而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社区艺术为#你$而来

上海飞叶艺术特殊儿童教育的一些自
闭症孩子帮助新加坡艺术家谢铮莹完成了
纸盒屋的一部分上色，这些学生以及他们的
家长也受邀来到现场，当家长亲眼看到自己
的孩子不仅仅是走过场出现在展览上，而且
他们的作品是构成展览的主体之一时，欣慰
之余，让他们对孩子亦有了新的认识。

谢铮莹的作品名字叫《生命驻地》，她用
旧纸上色后做成纸屋盒模型，“我把房子都设
计成童话里那种有着尖尖屋顶的样式，因此，
它并不代表任何具体的城市，生命的故事在屋
内发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艺术家
解释道，孩子们的参与则让这件作品更多了一
份人文关怀。

开展前一个星期，黄玮琪、谢铮莹，与新
加坡著名的玻璃艺术家陈淑芬，建筑环境学
背景的李治强，以及新加坡方策展人林益谦
就带着材料及半成品来到了上海。对他们来
说，与上海市民共同完成作品，并进行最后
布展，是作品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叠
纸、涂色、缠布料……简单的手作让汇聚众
力的过程成为了一种行为艺术，在普通大众
与艺术之间建立了充满温情的联系，亦如黄
玮琪作品的寓意：“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
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胖胖的林益谦很容易在人群中被认出。跑

前跑后张罗的他，骄傲于自己再一次将自己关
于“社区艺术”的理念带出了国门。”)*++年，偶
然的机会，他和新加坡著名雕塑家孙宇立一起
参与了政府举办的灯节。他们联系了当地的自
闭症学校，和孩子们一起将废塑料瓶变成了一
个个小风车，最后组装成了一个六米高的装置，
放置在新加坡最引人瞩目的滨海湾边。灯光亮
起时，吸引了无数新加坡人及游客的目光，也引

起了一位法国艺术家的关注，他向林益谦和孙
宇立发出了去里昂参展的邀请。
“法国也在寻找这样的项目，艺术家怎

样带动社会群体，通过艺术协作与社会参
与，改变社会行为，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林益谦表示，“这让我们想到，新加坡城
市发展的过程中缺少的并不是钢骨水泥的
元素，也不是如何种花植树的元素，而是一
种人性的元素。”他说，“不止新加坡，可能很
多城市中的人都感到发展中的空虚感。而那
些弱势群体的人感受可能更为强烈，原因
是，城市缺少了一种包容力。”他和孙宇立因
此创立了社会公益性企业 ,-. /01023 4"&!

5.6#（,/4），致力于推广这种艺术形态。

所有的艺术都通往城市

八位中新艺术家共同参与，这场以不同
文化背景下的对话为目的的交流活动前后
持续了半年多。两地艺术家的互访加深了各
自的了解。策展人们在最初就确定了强调艺
术的发生和现场关系的原则，强调艺术与上
海这个高速发展的大都市的关系。

年轻艺术家李治强坦言，作为第三代华
人，上海之行，充满了熟悉感。他注意到和西方
国家不同，两地的居民都喜欢把衣服晾在户
外，而衣服作为人（身体）展现在社会和公众面
前的一种包装，微妙地透露出身份与生活方式
的信息。他的作品“晾衣”使用了服装的外包装
塑料袋与衣架，飘动的是衣服，也是一种包装，
更是身体、服装和记忆的融合体，“提醒大众提
升关于消费主义的危险意识是我的目的。”李
治强表示。
根据联合国总署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全

球有超过 7*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创建宜居和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是包括上海、新加坡等世界
知名大城市共同面临的复杂挑战。艺术的属性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分为了两极，纯唯美的，以
及带有社会属性的。运用艺术和文化的力量，
推动社会向积极的方向转变，无疑是社区艺术
能打动人心的关键所在。

四位上海艺术家毛冬华、杜海军、张月、

宗锡涛在和新加坡艺术家的深入交流后，对自
己的作品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杜海军将油
画创作移植到了废弃的灭火器上，寓意要为这
个饱受地球变暖之苦的城市降温。张月将大杨
浦拆迁后的木窗框嫁接到了水彩创作上，直观
地连接起了城市的过去与现在。毛冬华、宗锡
涛在以传统水墨的精湛技能折服新加坡同仁
之余，也为新加坡艺术家对城市国家精神面貌
的艺术化呈现所具有的强烈的自觉责任心感
动。
两相对比，此次新加坡艺术家的作品更集

中地展现了如何利用再循坏材料制成的 9:艺
术品，反映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但现场也
有极少部分观众认为新加坡艺术家的作品“太
过简单”。
“事实上，拿黄玮琪来说，作品所用的材料

非常多，不光是布，还有纸，并不是简单地包上
去，有很多编织、镶嵌，还有粘贴，工艺很复
杂。”上海油雕院副院长、中方策展人傅军解
释道：“利用现成品对当代艺术是很重要的，
但用废弃的并不是直接拿来就用，而是利用
专业造诣在融合观念的前提下进行再创造，
他们的作品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观念上，都带
给我很大的惊喜。”

陈淑芳在构思其作品《承诺》时，思索了
几个问题：人们如何与我的艺术品互动？如
何启发人们思考与行动？如何更广泛地传播
这一理念？在互动现场，黄浦区小东门街道
的居民们给出了答案，“吃自己种的香菜”、
“用过的玻璃瓶洗干净才扔掉”、“出门用手
帕，不用餐巾纸”等等。

在淑芬的作品前，新加坡国际基金会董
事钟健伦先生表示：是承诺，而不再是许愿，代
表了一种自我要求。通过参与艺术再造，让自
闭症儿童、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参与社会建
设，让他们获得成就感和认同，更好地融于社
会，很有意义。”

亦正如一位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很多年
的外籍参观者所言：“这种对可持续发展的
关注和让特殊儿童参与艺术作品创作的思
路，可以是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借鉴提
升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