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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 年 12 月 5 日，“2020 中 国 美 术 家

协会实验艺术委员会年会暨四川美术学院生态艺术季

专题论坛”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论坛由中国美术家

协会实验艺术委员会、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市美术家

协会共同主办，四川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承办。由

于疫情的特殊原因，此次论坛采取“线上 + 线下”结

合的方式举行。在论坛的“实验艺术与艺术的实验性”

版块中，与会专家就实验艺术的学科建设和创作教学

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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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20 Annual Conference of Experimental Art Committee of China 

Artists Association and Ecological Art Forum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was 

held on Dec 5th, 2020 in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The forum was jointly hosted 

by Experimental Art Committee of China Artists Association,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Artists Association, and was organized by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Because of the spread of epidemic, the forum was held “online + offl ine”. In 

the section of “experimental art and the experimental nature of art”, the participating 

experts of the forum discus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of experimental art, 

and its cre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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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艺术联网，我们走向了网络艺术。它们之

间的互动，生长出了今天称之为拓展现实的

MR、VR、AR。当网络上数字积累得更多时，

出现了人工智能技术，有一部分是与智能制

造密切相关的作品。与智能制造紧密相连的，

出现了生态艺术，又通过生物艺术连结了互

动艺术，以及对新材料的运用。大体上，今

天讲的科技艺术分布在如下领域。在欧洲，

欧盟委员会2016年设立了科技艺术委员会，

分别在荷兰的跨领域研究所、布鲁塞尔的

美术馆以及奥地利的艺术节设置了 STARTS

奖，是科技艺术这个词严丝合缝的翻译。其

中大家熟悉的有录像艺术、声音艺术、光艺

术以及媒体建筑或媒介表演，这部分可以称

之为媒体艺术。

互动艺术是通过体感或通过屏幕进行交

互的，属于网络技术。把体感和屏幕结合起

来，比如 AR、VR 的互动技术，以及和机器

人有关的作品。机器人被当作人工智能的一

个领域，人工智能与数字艺术结合，经典的

作品呈现非常多。另一部分是通过光学显微

镜或电子显微镜实现的艺术，它一直延伸到

脑科学，又重新和人工智能互相连结，这一

部分我们称之为生物艺术。

生态艺术大体上集中在三个领域。一，

环保宣传理念的生态宣传艺术。比如北欧的

电厂每隔几分钟吐出一个烟圈，提醒碳排放，

呼吁大家低碳生活，这是关于生态观念的艺

术。生态观念的艺术的典型人物或事件是

20 世纪 60 年代《寂静的春天》所引发的绿

色政治运动，也和当时反对杀虫剂的运动直

接相关，但是这一运动也导致了非洲巨大的

饥荒。它是关于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的问题，

我想今天我们一定要记住，生态艺术始终是

基于技术发展的而不只是一种生活理念。所

以同时，出现了硬核的生态艺术，和垂直农

业、都市农业有关，和水土涵养、水资源保

护和气候循环也相关的艺术。还有一个比较

大的版块，很可能会用到生物技术和地球科

学、环境科学相关的技术。

另一部分和生态艺术有关的是关于新

能源，也就是关于能源的艺术。比如做能源

树、阳光树，以及涉及到潮汐风能的部分作

品。还有一部分的生态艺术和设计相关，比

如零能耗建筑材料对气流的设计，新材料等。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意大利馆，把玻璃纤

维放进水泥，做成了一种半透明水泥，意味

着我们在室内不需要开灯，反而需要拉上窗

帘，这样它就成了节能建筑或者环保建筑。

这样的建筑本身直接介入到生态本身。今天

在中国谈论生态艺术恰逢其时，它和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吻合。但是一定

要充分调用我们今天多种多样的能力，去做

硬核的生态艺术，而不只是推动生态艺术，

需要更进一步的行动，同时新技术的发展也

将能够有效地开启和推动我们的想象力。

二是，生态艺术不可能是局部的问题。

生态艺术关乎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政治上

的世界治理。但是世界政治的局面让我们很

难将它视为整体的人类问题来对待，这里

有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艺术家所能做

的。因此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今天的生态

艺术注定会是一种政治艺术。既使我们在一

个小地方做生态艺术，比如关一个污水厂，

可能涉及到地方政府在可持续发展与 GDP

之间的问题，可能动了一些人的蛋糕，所以

从事生态艺术的艺术家要有心理准备，要去

获得充分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但凡做生

态艺术，最大的、最根本的是政治艺术。

今天的这场讨论会时机非常好，我把现

有的关于生态艺术的一些思考跟大家作一个

分享。我们今年以来，有一批硕博士都不约

而同地把课题锁定在与生态艺术相关的，比

如去年我专门招收了研究生、博士生，包括

在读博士生，以园艺的角度入手生态艺术，

或通过策展的角度入手生态艺术。希望国内

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诸君能够更多地合作起

来，这也是今天非常多的城市在设计自己的

发展道路时，会面临并反复思考的问题。

最后一点，今天很多城市都在鼓噪着讨

论大地艺术节。很大程度上是把旅游业引向

小城镇发展。但是中国今天的小城镇发展，

面临非常大的问题是都想走旅游引导型的

发展道路，每个地方都在办民宿，都在眼巴

巴地等着其他地方的民宿老板来它这里做民

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也有不少

有志之士做乡村建设，做乡村建设也很容易

被地方政府的旅游冲动、文旅开发的冲动所

挟持。有一点信念，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和大

家分享一下今天乡村建设的出路，可能就在

科普里面，可能就在生态的概念的推广里面。

今天的发言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朱青生（中国美术作家协会实验艺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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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实验性：艺术生态与生态艺术

论坛主持人：王林

论坛时间：2020年12月5日

论坛地点：四川美术学院行政楼第五会议室

括艺术等各种问题。事实上，这就是过去与

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生态，为当代艺术生态

未来健康发展做好充分准备。作为艺术家，

生态艺术是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现代社会

的发展，对人类生活环境的改变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此次展览阐述了人与自然环境、社

会环境的关系，四川美术学院在作品形式、

材料、创作方法方面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四川美术学

院对中国实验艺术建设发展也作出了突出的

贡献，未来发展的前景值得期待。

魏东（重庆市美术家协会秘书长）：

近年来在中国美协的正确领导下，实验艺术

迅猛发展，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取得了举

足轻重的地位。实验艺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与勃勃生机。感谢中国美协实验艺委会对重

庆市美术家协会的大力支持，本届年会在重

庆举行。因为疫情的影响，年会采取线上线

下结合的方式进行，我衷心希望它能够促进

我市实验艺术的发展，推动我市实验艺委会

的成立。本次论坛由四川美术学院实验艺术

学院承办，王林先生作为活动总策展人和论

坛主持。本次活动整合了四川美院校内校外

多个资源，包括一个大型的学术活动、论坛

主题展，六个平行展，三个特别行动计划和

三场生态话题圆桌讲座。论坛首先研讨实验

艺术的教育教学问题，搭建实验艺术学科与

生态艺术相关的学术平台和传播渠道，以开

放性、多维度、多样化方式集合了不同学科

知识背景的专家学者，关注实验艺术的学科

建设和创作教学。以 2020 重庆生态艺术季

正在开展的各项活动为例，从各自不同的角

度对实验艺术和生态艺术的发展进行研究交

流。希望通过各位专家的精彩发言和思想交

锋，本次论坛能够收获丰硕的学术成果，最

终使生态艺术拥有更丰厚的土壤和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邱志杰（中国美术家协会实验艺术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我们现在面临丰富的科技

艺术的学科面貌，多种样态的东西。首先要

进行梳理，过去美术学院大多做的是媒体艺

术，或者叫新媒体艺术，包括录像、动画、

光艺术、声音艺术、数字影像、媒体表演，

其中媒体表演里有影像互动艺术，今天大量

使用的体感互动艺术、动态捕捉。通过把数

 王林（四川美术学院教授）：2020 年

中国美协实验艺术艺委会年会暨四川美术学

院生态艺术季的专题学术论坛，现在开始！

请中国美术家协会实验艺术委员会主任谭平

先生致辞。

谭平（中国美术家协会实验艺术委员会

主任）：我们原计划是到现场参加开幕式，

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不能来，现在大家通过

视频的方式参加会议和展览开幕式。首先，

我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实验艺术委员会向四

川美术学院建院 80 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

同时也对生态艺术季展览的成功举办表示真

诚的祝贺！

2020 年是我们所有人铭记的一年，新

冠病毒肆虐全球，作为今年最大的黑天鹅事

件打破了世界以往的生态，影响了人类生活

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得不反思人与人、国家

与国家、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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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副主任委员）：很高兴代表实验艺术委

员会的委托来发言，就我了解的问题讲生态

艺术的概念和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在北

京，我的工作之一是做中国当代艺术年鉴，

同时筹备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但是由于今

年疫情的原因，年鉴展要推迟到 12 月 22 日

才能开幕，2019 年的年鉴展是在 6 月份开

幕，现在移到了年底。有一个时间差。我们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这新的情况正好和今天的议题直接相关，在

中国当代艺术近年的重要变化中，有一种艺

术异军突起，方兴未艾，它就是生态艺术。

我们调查了 15000 个艺术家的活动情况，

3000 多种展览，每天形成数据日志，这些

内容加在一起，发现有六七个方向是艺术的

主要发展方向，当然有些大家猜得到，比如

新媒体艺术、网红艺术，还有替代空间艺术，

就是说艺术不再只是在正规的美术馆里进

行，而是开始利用各种空间、各种社会资源

来作当代艺术和实验艺术。这些都是新的发

展的焦点，突出了当代艺术的活跃性。有一

个方面是我们可以想像的，比如王林老师是

我的学长，我们一辈人在进行艺术运动和艺

术推动时，那时候可能和在座的多数人一样

年轻，但是一晃就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年轻的艺术家

们的开始，正在成长的评论家、理论家们的

文化背景、政治意识以及对艺术的理解和态

度与我们相比是不太一样的。

这也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的一个重大的

情况，其中很有意思的情况是，现在的年轻

艺术家对于世界没有隔阂，他们的学习背景、

学习经历以及知识状态，和美国的艺术家或

者希腊的艺术家是没有隔阂的，他们可以共

事。由此看出今天说的生态艺术的问题其实

并不是一个地域问题、国家问题，也不但是

政治问题，更大程度上是横向的人的问题，

是世界的未来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在调查整

个当代艺术的情况以后，发现由于艺术家的

身份和背景的变化，生态不仅是个问题，本

身称其为问题的方式也和我们过去所讨论问

题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过去会讲，中国人比

较强调自然，强调天人合一，但是现在说起

来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对于生态问题，大家

讨论的出发点是基于对生物工程、物质、材

料科学以及人的自我的研究和理解，比如对

分子机制的研究，对纳米层次的观察，对脑

神经的研究，这些研究又如何投射到计算科

学，投射到技术。

这些问题也是向大家作一个报告，因为

这个报告与实验艺术委员会并不是完全有关

系，为什么没有关系呢？因为我们实验艺术

委员会有两种非常激烈对立的观点，一部分

人认为实验艺术是一种特别的艺术，和当代

艺术没有关系。另一部分人，包括我认为，

当代艺术是新媒体艺术，它并不排斥多媒

体、跨媒体艺术之外的艺术。但我的想法，

在过去工作的过程中，并不占主导的意见，

我并不能代表实验艺术委员会是怎么想的，

我只是给大家报告，我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年

鉴的主编，到今年为止已经编了十五年，我

们有一个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调查项目，是

从 1986 年开始调查的。在座的很多人的材

料都在我们的调查范围里，比如焦兴涛老师。

整个的调查下来，生态艺术确实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给大家先做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

状态，以及生态艺术在其中所在位置的简单

的报告，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对于生态艺术我们可以怎

么看？我谈四点看法，也给大家指教。所谓

生态艺术，有几层不同的概念，第一是生态

并不一味是生物的，或者是与生存环境有关

的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哲学概念。所谓哲

学概念，是说生态是指某一个问题它与所有

问题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与某一个问题之间

的因果关系。举个例子，马克思·韦伯的《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社会》，大家都觉得这本

书写得有点奇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罗

马的天主教精神的关系，法国、意大利都是

天主教的国家，为什么可以发展资本主义。

在科学研究中，我们经常采取这种方法，把

一层因果关系挑出来，将其他因素尽量去掉，

用这样的方法看它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举

这个例子，是为了界定生态的概念是什么，

关于研究问题和讨论问题的方法。与生态有

关的，不仅是包含因果关系，还有复杂的配

对、比照、互为条件、互为干预的关系，只

有这样才能对一个问题进行表述。艺术也是

如此，它不是单纯的你给出一个状态和形式，

它就产生什么样的作品，而是让作品所有的

可能性在滋养和培养的过程中获得全面得生

长。生态是一个哲学概念，不再用因果关系

对问题进行追问和追责，而是把所有的问题

放在一起，看它们之间的辨证关系，这一辨

国，走向世界”办学定位，努力实现建设国

内引领、国际一流美术学院的办学目标。通

过创作精品力作与夯实艺术理论研究，助力

国家文化繁荣；强化艺术与社会交融研究、

艺术与产业融合研究，介入城乡精准扶贫、

城市品质提升、产业升级发展等，助力国家

战略的实施与城乡发展品质的提升；发挥艺

术的国际交流优势，助力国家文化走出去战

略，为构建开放的创新型社会做出贡献。

从新媒体艺术系到实验艺术学院，实

验艺术在四川美院经历了十年的教学实践。

通过以实验艺术为载体，回应社会需求与创

新，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如此次以“生态

艺术”为主题的系列论坛活动也是一次积极

的尝试，相信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肯定能取

得丰硕的成果。感谢各位嘉宾长期以来对四

川美术学院的关心与支持。我们真诚地希望

通过此次论坛，能够与各院校、各位专家加

强交流与合作，促进实验艺术在新时期得发

展，共同创新实验艺术的未来。最后，预祝

本次论坛能够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20 年重庆生态艺术季说明

生态艺术旨在修复与保护生态环境，以相关

政经、文化、权利、伦理等问题意识，介入社会

实践活动和社区行动，使生态话题成为公共议题，

提高公众参予程度，推动环境公平共享，重建社

群新型生活方式。

生态艺术从学科角度讲，属于实验艺术范畴，

属于学院和美协系统设立的美术学新学科。当代

艺术前沿性探索纳入其中，成为新艺术及未来艺

术发展的重要方面。加上原有造型艺术的当代性

和多元化推进，川美艺术家在雕塑跨媒体领域、

社区公共艺术、新媒体影像创作等方面多有建树。

而四川美院一直强调以创作带动教学、出作品、

出人才的办学理念，重视艺术观念与艺术创作、

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相结合，而生态艺术则是一

个亟待开拓的领域和新的学科增长点。

本次艺术季活动意在整合学院项目资源和民

间艺术机构力量，形成合力。从作品创作到在地

参与、从社群行动到现场呈现、从平行展到主题展，

集成艺术创作、学科建设、学术研讨及相关在场

在地活动成果。回馈师生与公众，以利形成生态

艺术社会化与公共性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王林）

总题目：生态的艺术·艺术的生态

主办单位：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市美术家协

会

承办单位：川美实验艺术学院、川美造型艺

术学院

参与单位：川美艺术教育学院、川美公共艺

术学院、川美艺术人文学院、重师美术学院

支持单位：川美宣传部、川美国际交流合作

处

（一）组委会

主任：庞茂琨、张杰、焦兴涛

成员：王林（总策展人）、黄宗贤、陈德洪、

王天祥、李川、申晓南、曾岳、谢亚平、

魏婷、贾安东

（二）各版块策展人

李川、申晓南、唐勇、谢亚平、曾岳、靳立鹏、

魏婷、黄作林、曾令香、曾途、王天祥、贾安东、

王林、冯大庆

2020 中国美协实验艺术委员会年会嘉宾

谭　平　邱志杰　张国龙　王　刚　张子康

朱青生　武小川　李洪波　冯　峰　邓国源

缪晓春　孙　磊　吕胜中　王　艺　李　磊

彦　风

实验艺术论坛嘉宾

焦兴涛　魏　东　邬建安　高世强　刘庆元

张　锰　王爱军　郭庆丰　张　乐　李　川

张　丹　冯大庆　黄作林　申晓南　曾　岳

靳立鹏　谢亚平　曾令香　曾　途　黄宗贤

陈德洪　戴光郁　田　军　马丽华　谭力新

何桂彦　杨方伟　俞　可　唐　勇　宋　钢

夏新强　刘姝铭　王　帅　岳　龙　李　波

张海超　刘　阳

证关系并不是因为原因而造成的结果，而是

不同的原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结合和

比对。在中国的逻辑中就是易经的学问，同

样的原因可以造成不同的结果，甚至是完全

相反的结果，这样的对于问题思考的方法和

态度是我说的关于生态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生物性和新的对于更

深的作为生命和生物的现象的一种考虑。我

们一些年轻的同事，他们现在在推进这方面

的研究和实验。北京大学的工作团队也有做

这一方向的。我自己也参与了一些工作，有

一个同事叫饶毅，是首都医科大学的校长。

我们有一个关于生物项目的合作，就是我们

人在死的时候都很难过，如何把人死变得快

活，将人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这将

会更新人的观念和很多行为方式。我们今天

有安乐死，但是安乐死还是死，并不快活，

只是让你快一点，可以自我掌握生死权限。

2017 年时，我们成立了这个项目，主要是

从生物学和艺术学出发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事

情。我的工作是负责身体在接触什么样的环

境和状态时会感觉愉悦，他负责从生理学的

角度，感觉人处在麻木和愉悦的状态。但是

这里会遇到一个很大的伦理学问题，我们就

开始与哲学、生物学的教授形成第三个合作，

但是突然饶毅退出了，过去有一个人做基因

婴儿研究，叫贺建奎，后来被抓了，这是一

个很危险的事情。今天我们做的所有的生物

工程，哪一样是我们对它有深刻的理解后才

做的？这是一个悖论，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

经不起别人的质疑，因此这个项目就停了下

来。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的老母亲因为肺癌过

世了，她最后的时候没有办法呼吸，我就再

次跟饶毅表示，还是希望推进这样的事情。

我想这样的项目，这样的活动才是一种生态

的艺术。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今天也想到要回归自

然，自然是来源，也是我们的归宿。但是有

一个问题，作为自然中的局部的人类，我们

有什么样的能力和资格说可以改造自然，或

者说我们可以保护自然。改造自然是狂妄的

举止，但是我认为保护自然也同样是，只不

过说得更加好听，更加具有绿色的色彩，可

绿色难道不是一种政治吗？基于此，我们跟

自然的关系永远是你一旦想到这一问题便已

经不自然的这样一个悖论。对于这样的悖论，

我们既需要实践也需要警惕，因为我们很多

关于生态艺术的工作，都是用一些生物或自

然环境，或处于自然的状态来做的。

第四个问题是对自然的否定。就是未来

我们已经没有自然，今天我们用多媒体、新

媒体，在制造虚假的自然，未来世界将是以

虚拟世界为主导，人不再和任何东西有亲近，

而是以技术、自己的欲望和想法共同造了一

个虚幻的世界。它不再是自然的世界，也不

是真理的世界，而是人天合一的世界，不是

天人合一，是人的创造和存在的各种可能性

的结合，在这个结合中，人被放到了神的地

位，它拥有巨大的能量也有了巨大的责任，

如果稍微不慎，人就会成为罪人，把人类灭

亡的进程迅速地推进，因此在生态自然问题

上，人已经处在一个否定的状态，这也是我

们在生态艺术要考虑和反思的。 

王林：谢谢，朱老师说得非常深入，年

轻一代人的意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代

际差异大于中西差异，这是中国当代艺术未

来走向的一个趋势。实验艺术也好，生态艺

术也好，一定要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

思考和面对。下面我们有请四川美术学院副

校长焦兴涛先生致辞！

焦兴涛（四川美术学院副校长）：今年

是不平凡的一年，虽然疫情还在世界各地肆

虐，但有此机会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相

聚共同讨论实验艺术的发展，相信同样会是

一次难忘的记忆！如果说这个世界有 2020

之前和 2020 之后，我相信艺术也一定有

2020 之前的艺术和 2020 之后的中国当代艺

术的发展，今年一定是个分水岭。在今天的

社会大环境面前，艺术何为是每位艺术家或

当代艺术实践者面临的话题，它和今天真实

世界、真实社会的关系，艺术和艺术世界之

间的很多话题都是我们不得不面临，并需要

深入思考的问题。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聚集在

这儿讨论实验艺术对于中国艺术、中国当代

艺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所以我

相信，2020 年任何不容易的艺术活动或者

讨论都会载入史册，对此我深信不疑。

四川美术学院刚刚举办了 80 周年的校

庆，在总结前辈们的经验和梳理办学成果的

基础之上，在疫情常态化的现实之下，我们

也在思考、探索和规划学校未来的发展。学

校始终坚持“立足重庆，服务西南，面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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