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当代雕塑中的现成品装置作品意义的生

成路径与时代密不可分。20万小组从雕塑对材料的

加工行为出发，将拆迁的小镇“废墟”重构为具有

公共属性的“公园”。针对生活物件、工业废料的

形态加以重组后形成景观。“公园”的意义与时代

背景想连，单一的形式语言、材料语言和行为分析

不再是进入作品的准确入口，在场的体验、行为背

景的了解以及熟悉物件重组后的陌生感，是作品意

义生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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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eration path of the meaning of the ready-made installations 

in contemporary sculp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imes. Starting from the processing 

of materials by sculpture, the 200 Thousand Group reconstructed the “ruins” of the 

demolished town into a “park” with public attributes. The form of everyday objects 

and industrial waste has been reorganized and shaped into landscapes. The meaning of 

“park” is connect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imes. The single formal language, material 

language and behavior analysis are no longer the accurate entrance into the work. The on-

site experie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behavior background and the strangeness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familiar objects are the keys to the creation of the meaning of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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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意义与意义的时代
The Meaning of the Times and the Times of the Meaning

20万小组  The 200 Thousand Group

雕塑是空间的艺术，空间的社会属性、

人文意义成为了当代雕塑作品意义生成的重

要背景和基础。

当代雕塑利用空间去表现，这里的空

间不仅仅是雕塑家所说的附着在雕塑表面的

空间，而是过滤掉雕和塑的实在空间。我们

的行动试图去讨论除了雕和塑以外的一些东

西，去观察艺术创作的发生。运用雕塑的制

作方法，“整体和局部”去观看雕塑的“线

性前后”发生了什么，而这样的前后关系也

会涉及到当代艺术发生的环境。时代的意义

或许成为了当代艺术成立的蓝本，意义的时

代确立了当代艺术所具有的可讨论性。雕塑

藏在了背后或者说雕塑成为了创作当代艺术

的中心，雕塑家站在圆心内向外投掷创作行

为、思辨、材料本身，形成有交集的交叉抑

或是投向了虚空的弧线，如同我们站立在球

形的地球上所体验到的，雕塑成为了站在脚

下的局部平面。艺术家的个体进行着个人的

投射实验，在某些巧合的时候，个体与个体

碰撞建立了新的内容。这些辩证的讨论自始

至终都在被大家重定义与思考。随着当代雕

塑公共空间探索的高歌阔进，在我们醉心于

谈论艺术的时代意义时，似乎忽略了谈论的

背景，即意义的时代。

那么如何确立在意义的时代里我们进行

了有效的工作呢？

所谓的当代艺术语境下的意义，是艺

术创作的逻辑需要合理性。当代雕塑中大量

的非传统媒介被应用，使得艺术品的传统形

式审美范式逐渐失效。对艺术批评带来强烈

冲击的现成品装置《泉》，阿布拉莫维奇的

《节奏10》里根据收音机里面的节奏用刀

扎手指间，南希·柏森通过数码技术根据人

种的比例合成的作品《人种》，斯诺科斯梅

的《敏感的房子》等这些晦涩难懂的现成品

组合、荒诞的行为、不知所云的影像、迷幻

的声音与灯光……媒介和内容的复杂化让单

一的阐释体系很难全面准确地理解作者的意

图，此时作者的解释说明往往是理解作品构

思的关键，语言成为了连接雕塑物质形态与

观念的中介。通过作者精心的阐述，作品的

文本、符号、材料以零件的作用为整体意义

服务，从而构成观看者可理解作品的方法得

以进入作品的意境中。

从20万小组的大型装置作品《公园计

划》里能够看到，搭建这些关于湖、桥、

林、塔的场景并不是通过收集到的材料去临

摹一个所谓的公园，而是通过材料自身所带

有的具体意义有机归纳出一种“似但不是”

的非功能化现场。如《公园计划》内的《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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珑蓬》，该作品所呈现的搭建方式并不是艺

术家所创造的，而是材料采集现场所发现的

普通民众生活化的组合，直接拿来，形成了

某种“塔”状的样式。在《公园计划——

十二时辰》的声音作品里，20万小组收录

拆迁现场所出现的牛皮藓广告，采集了拆迁

现场所发生的声音和未被拆迁的生活场景，

这些成为制作了这段12分钟的声音作品的蓝

本，将这些素材根据时间的发展编辑而出。

逻辑的合理性如同艺术家抛给观众的一把能

够开门的钥匙，观众打开了艺术家的创作。

同时，这种逻辑的合理性有时并不能出现在

作品的外在形式上，寻求它的线索往往需要

通过艺术家自身去进行，或者观察作品发生

的社会空间关系。当然艺术作品并不是一味

地去制造某种逻辑美学，而是使用思维规律

去支撑起艺术家个体、作品材料、样式等关

键要素“塑造”每一件作品。

1843年，英国利物浦市建造出了第一

个城市公园——肯海德公园。

公园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性空间，一

个自带共识的地方，一个没有阶级差别的

区域，通过其平等、包容、自由的意境营

造，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空片段式的

理想国。

转塘镇是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南部一个

小镇，时代给予的契机让转塘镇发生了大的

变化，直观的是镇上的几个村拆迁建设遗留

下的废墟。我们住在这里，下了楼，走向了

这些废墟。20万小组的《公园计划》并不

是一种文人的“造园”行为，是一种材料意

义、社会意义的综合体。在拆迁行为进行的

时候，私人空间表现为被打碎的遗产（证

据），个体的权利被迫让渡。私密在摧毁的

工具下被展示和重提，作品展现了摧毁私密

的公共权利和私密重建的公共景观。

建造一个公园看似是一个目的，运用这

些非传统的公园建筑材料来建造一个公园，

让不同时代和不同经验的观众感受这些私人

物品的公共性，听起来很自相矛盾，但建造

的过程才是我们的目的，因为更让我们感兴

趣的是，找到那个促使我们捡废墟物品的强

烈感受背后的非个人的社会意义。

在传统艺术中，人们往往会津津乐道雕

塑艺术中一块肌肉塑造的精妙，或是某一个

动态的优美。比如看到米开朗基罗雕塑后，

我们会发出“多么伟大的雕塑”的感叹，但

是当代艺术比之于过往的艺术更加注重作品

背后意义的探讨，人们的关注点不再着重于

某一形式的美感，作品背后的历史、文化、

哲学、政治等意义的深度，决定了艺术的高

度，人们思维的运动大大超过了视觉的感官

运动。关于《公园计划》，如何构建，成为

了“公园”是否明确的关键。创作材料中数

千计的瓷碗，集中和次序摆放，是一种个体

集中的表现。碗在被毁灭之前，它的工具性

代表了碗所存在的时代以及背后使用过的

人。碗成为了材料，同时也被“毁灭”。在

2019年20万小组的新作《神的括号》中所

运用到的传统的佛教雕塑元素并不是单纯地

塑造宗教形象，而是要在公共空间的监视器

和神像之间产生通感的联系。将神像眼睛里

接收的内容投射到地图毯上，使得人们习以

为常的影像被赋予神之视角的含义。在这个

含义之下，艺术家将偷拍监视器安装在雕塑

内部，神像的性质和监视器的混合、冲突割

裂了现实意义上的空间，同时被“监视”的

观众将被“混合”过的主观/客观直指。

“意义”不能成为一种方法，意义是

可变的。当代艺术最值得玩味的思维就是反

叛精神。进入当代艺术时代以来，数不胜数

的艺术家不断地挑战着先者大师们的经典作

品，艺术不再是爬过高峰，而是塑造新的高

峰，每位艺术家似乎都有俯视艺术世界的雄

心。艺术家的思维与创造力是无限的，相同

的媒介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媒介意义的层

次被不断地丰富，传统一词开始变得不符合

当下，时刻都有被挑战的危险。20万小组

2019年的作品《舟或是海洋》把绘有世界

地图的麻布通过机械装置操控的鱼竿上下升

降于洗衣机里反复搅拌。这个洗衣机很容易

让人们想到黄永砯把《中国绘画史》和《现

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了两分钟的作

品，但是20万小组想要表达的东西明显与

黄永砯不一样，前者似乎更加强调世界变化

的某种规律，而后者似乎强调的是文化的硬

性融合，而艺术家之所以如此孜孜不倦地追

逐着当代艺术，就是在于其有不断更新、批

判、不树立边界的精神。同时，“艺术语

法”不断演变也与艺术家自我发现有关。20

万小组在讨论中发现，《公园计划》探讨的

公共与私密也在发生着变化。《公园计划》

的萌芽似乎夹杂着某些英雄主义的立场，利

用作品引起话题。随着讨论的展开，拆迁现

象的发生并不是某些“阶级”受到了伤害，

而是小资产阶级的贪婪，“拆与被拆”集体

的狂欢。私密被打破，“公园”正在建立，

公园正在重新被建立！

区块链的发生和5G技术被广泛运用，

意义的时代形成不是艺术家、美术馆等个人

或者是组织完成的圈内运动，美术院校、美

术馆等一些中心机构力量被不断削弱，个体

成为了力量的中心。就像前文所说每个艺术

家抛物线的交集，是人类思想去中心化思潮

的普及，打破事物界限成了各类行业变化的

常规行为，非主观的打破常规点醒了艺术

家。如近几年所见，当代艺术进入社区、乡

村、甚至发生在不被人所见的私人空间中。

在时代的意义之下，意义的时代同意了艺术

家去自由地创作。时代的意义从我们站立的

球面上立了起来，它既是背景，也是每个艺

术家汇合独立工作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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