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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松 ：膨胀宇宙”昊美术馆展览现场

谭晖

艺术技巧仅仅是实现审美的手段，

而审美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艺术的价

值和理念。艺术承载着审美形象的再现

功能，需要通过艺术教育的学科观念、

专业设置以及课程引导来确认审美精

神和情感表现的和谐与完美。项目工作

室以展览带动教学，教学促进创新的理

念进行探索，展览成为教学的目的和方

法，展览内容即为实践的目标和成果。

展览与教学并置，引领了艺术创作和艺

术教学的创新，成为多学科实验性工作

室教学的一种尝试，为搭建“新文科”

背景下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课程体系

提供了借鉴意义……

张陆妹   吴思淼   

不管你理解或准备与否，“虚拟人

类时代”都已悄然开启。我们任何一个

人都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这场“浪潮”

的制造者和参与者，在元宇宙中我们可

以是想成为的任何人，而我们唯一能做

的就是怀揣对人、自然、艺术、科技和

宇宙的敬畏，共同携手，努力让必然到

来的“虚拟人类时代”美好一点点，民

族化虚拟形象设计创新也是本土艺术家

和创作者必然接受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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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览的背景：“新文科”背景下艺术学

科的变革 

2021年3月，教育部发布“落实新文科

建设工作会议要求，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

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

系”的通知精神。新文科突破传统文科的思

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

与共享为主要发展建设途径，促进多学科交

叉与深度融合，从学科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

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1］。艺术院

校如果还是采用固化的单一能力培养模式，

显然不能符合未来社会对艺术人才的要求，

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艺术教育如何建立

跨专业和跨领域的新型教育模式，以期促进

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人才培养，是设计学科

面临的挑战。

基于美术院校的教育理念改革与实践

项目的社会创新要求，四川美术学院实施的

“项目工作室”人才培养计划正是应对这一

挑战的重要举措。将实际项目课题引入课程

教学，以项目为载体，但又不完全以实际的

应用成效作为教学唯一的目标和成果，而是

强调在跨学科跨专业的背景下，引导学生面

对全新的前沿性课题，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

手段，激发创意和想象力，从而实现创新创

业能力和素养的提升。因此，设计理念和观

念的创新意识的建立是“项目工作室”教学

的重点和核心。

然而，在具体教学开展实施中面临着

不少的难题。之所以强调多学科专业交叉，

正是因为“交叉”不易，不同的学科专业知

识，不同的思维定式，不同的目标导向，不

同的路径方法，不同的价值判断依据，都会

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目标带来极大

的挑战。既然是“跨学科”“跨专业”的特

色项目教学，这就意味着，不仅学生的构成

打破了系科专业的界限，授课的教师也来自

不同的学科领域。并且课题本身的前沿性和

实验探索色彩也决定了教学成果和实践成效

的开放性和生长性。尤其相较于传统课堂教

学体系，不论是在知识传授的范畴界定，还

是教学过程的重新组织，以及教学成果的可

展示、可比较、可判断方面，都需要有针对

性的“抓手”来统领并牵引整个教学的各个

环节，并在相对可把握的共性要求下，来呈

现同学们个性化的学习成果。这时候，一个

能在同一主题下，且能多元并置的实验性展

览对项目教学成果进行呈现，将会是一个有

效的解决方案。

这样的展览既不同于注重现场效果的

艺术展览，也不同于诉求明确单一的教学汇

报展，而是对实验性教学所特有的开放性和

不确定性所构建的可控的“操作平台”。从

一开始，就让这样一个展览的呈现方式让学

生知晓，当他们在不同领域知识的吸收过程

中，在针对实践项目的考察实践中，在设计

创作概念想法的构思成型过程中，始终把最

终的成果呈现方式作为一个参照，告诉他

们，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具体的实践问题，更

重要的是提出有想象力的工作方法，并能够

通过现场进行视觉的呈现。即：展览不仅仅

是实验性教学的成果呈现，同时也可以成为

承载特色开放式教学的平台。

2019年12月6日“寻找桃花源：艺术

的社会创新展”在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山意库

ADC艺术设计中心正式开幕。本次展览探

讨了艺术作为心理健康的社会创新途径和方

法，展出包括架上艺术、环境艺术、雕塑、

服装设计、视觉传达和实验艺术等方向的作

品20余件。跨界的合作和工作方式让人们认

识到艺术的多种可能性，年轻的艺术家和设

计师用展览的方式，实现艺术在心理健康领

域及社会创新方面的多种潜在可能性。“寻

找桃花源：艺术的社会创新”展览引发了社

会的广泛关注。

此次展览正是依托川美“艺术介入精神

康复项目工作室”的实验性教学成果。

二、展览缘起与契机

“艺术介入精神康复项目工作室”于

2019年5月成立。项目工作室教学内容为研

究心理健康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具有一定的

探索性和实验性特色。工作室导师团队包括

川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谭晖副教授、重庆

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疗愈专业李小兵院长和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专业任海教授，成

员是在川美招募的对艺术介入精神康复有兴

趣的12位不同专业的同学。他们分别来自环

境艺术、视觉传达、数码媒体、服装设计、

实验艺术、绘画和雕塑专业，学生的多元化

构成，成为工作室的亮点。多专业的导师与

不同专业的学生组合，让工作室的创作氛围

更加丰富，在探索心理健康与设计、艺术关

系的主题下，跨专业的合作成为了关键词。

工作室教学依托“艺术介入精神康复疗

愈”项目进行，摆在老师和学生面前的首要

问题就是工作室作为实验性项目，没有专门

的教材和可借鉴的模板，寻求适合多专业参

与的教和学的方式，成为困扰展开教学的症

结。工作室教学以实际项目为基础，实施跨

专业合作，但是实施内容是改造精神医院的

建筑和景观现状，为医院创建良好的医疗环

境，这个内容有一定的专业性，不是所有专

2-3. 肖宛宣、赵周东、叶江林、封贵，《倾诉》，互动装置作品，展览现场

摘要：本文是对“寻找桃花源：艺术的社会创

新”展览个案的研究。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实验性项

目工作室教学面临着与常规知识技能性教学体系较大

的差异，本文提出把展览作为项目工作室的教学目的

和方法，并贯穿于教学讨论、创作转换和成果呈现的

全环节中，以交叉的视角、多元的观念、开放的平台

来支撑教学的前沿性和实验性。文章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对展览的背景和跨专业探索的项目工作室教学进

行介绍；其次呈现对艺术介入精神康复为主题展开的

教学组织和策展过程的思考，并阐释展览作品的线索

和内容；然后论述这一策展实践对于实验性教学的价

值和意义。以展览作为实验性教学的目的和方法，可

以成为多学科实验性工作室教学的一种尝试，为搭建

“新文科”背景下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课程体系提

供了借鉴意义。

关键词：实验性教学，策展，多学科交叉，艺

术治疗

Abstract: It is a case study of the exhibition "Looking for the Peach Blossom Land: 

Social Innovation of Art". Experimental project studios under the interdisciplinary background 

are experiencing a huge difference in the teaching method from the convent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 teaching system. The author proposed that these studios may take exhibitions as 

their teaching purpose and approaches and make full use of exhibition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eaching discussions, creation transformations, and achievement presentation, and reflect 

the teaching frontier and experiment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d based on 

diverse concepts and the open platform.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ly,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exhibition and the teaching of the project studio for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Secondly, he explains the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curatorial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intervention in mental rehabilitation, and gives the clues 

and contents of the exhibition works. At last, he discusse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curatorial practice for experimental teaching. Taking exhibitions as the purpose and method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can become a teaching attempt for interdisciplinary experimental 

studio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new curriculum system integrating multiple 

disciplines in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Keywords: experimental teaching, curation, interdisciplinary, art therapy

展览作为实验性教学的方法——以“寻找桃花源：艺术的社会创新”展览为例
Exhibition-based Experimental Teaching Approaches—A Case of the Exhibition “Looking for the Peach 

Blossom Land: Social Innovation of Art”

谭晖　　Tan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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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自身入手展开“自我交流”创作实

验：第一步，探究灵感来源：在日常生活中

发现本能需求；第二步，获取创意策略：面

对负向的情绪以正念的环境接纳；第三步，

释放内向情感：创造带有隐喻的反思愉悦。

以数字媒体专业的杜诗琪同学创作的《为你

自己活一次》为例，该作品以三个层次的认

知过程呈递进式推进，成果超越显而易见的

需求和期望，实现带有隐喻的反思愉悦。作

品从自我模式的认知探索开始，收集自己日

常行为的观察日志，整理本能层次的基本需

求，找出痛点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

略，设计了可以疗愈压抑情绪进行自我交流

的“情感头盔”装置。在本件作品的呈现

上，作者通过梳理自身上课及学习的时间线

索和事件关联，结合学习状况和学习情绪，

在“自我”认知层面确认并记录了学习吃力

的焦虑、同学相处的困扰和日常花费的压力

等抑郁情绪。而后跳脱自我以“他人”模式

思考如何解决“自我”的负面反馈，提出了

改善不良情绪提升正向价值的需求。“情感

头盔”可以在学习环境中及时、有效地使

用：疲倦时，打开APP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

或故事，戴上头盔即固定头、颈和肩部，闭

目养神或小睡片刻消除疲劳；压抑时，戴上

头盔可大声哭泣，释放不良情绪缓解焦虑。

“情感头盔”创造了一个正能量的空间，采

取宣泄情绪来释放压力的策略，提供了改善

负向情绪的积极环境，促进了心理健康同时

降低了负面情绪。

积极心理学认为人的态度、行为、情

绪是可以相互影响的，积极的环境可以提供

正面反馈，让人的情绪态度朝积极方向迈进

并获得成功，从而得到良性循环［7］。大学

生群体身心发育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心智还

不够成熟，容易出现一些过激情绪，应对消

极情绪和负性生活事件时，积极的正念作品

将促进他们沉浸在积极信息中，感受外在世

界的接纳和善意。近年来，正念减压疗法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简称为MBSR）在国内外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MBSR 是由 Kabat-Zinn 于1979

年开创设计的，旨在帮助病人处理压力、

疼痛和疾病，其核心思想“正念”是指个

体有意识地把注意维持在当前内在或外部

体验之上，而不对其做任何判断的一种自

我调节方法［8］。由于焦虑主要源于有评判

的意识和过于关注自身内心世界，正念减

压是以观察者的视角进行体验，觉察自身

的情绪状态，不对其进行评判和反应，从

而有效改善焦虑等负性情绪［9］。“情感头

盔”借鉴正念减压疗法的原理，戴上头盔即

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呼吸、声音或音乐，

分散对引发焦虑情绪事件的注意，正如作品

名《为你自己活一次》一样，艺术治疗力图

创造一个充满支持的环境，促进身心的放松

与修复。

五、“寻找桃花源”展览的内容

艺术作品由艺术家单独完成，而艺术

治疗是一种治疗者和来访者的互动关系，它

与项目课程反映“教与学”的关系不同，艺

术治疗强调治疗者和来访者平等的交互性。

因此在工作室的艺术作品中需要体现“艺术

治疗”的内在自我和外在关系链接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参观者可以通过视觉、听觉

7-8. 冉玉秀， 《世界语言》，互动装置作品，展览现场

业同学都能够胜任。但如果只是为了完成医

院的建筑及景观设计方案，完全没有必要组

建跨专业团队，也不是川美倡导的新文科背

景下交叉、融合的项目工作室建设目的。工

作室成员来自川美本科三、四年级的不同专

业，分别学习了各专业常规知识和技能，加

入特色工作室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了解不同的

领域，获得不同的体验，学习更多知识，创

造有价值的成果，因此做出实验性、前沿性

的成果才是项目工作室教学的目标。

项目工作室教学开始之后，同学们进入

医院观察并记录精神病患的行为特征，尝试

与他们交流，同时对精神障碍的病因和发病

机制有了一定认识。很多病患因为不被外界

接受，在治疗完成出院之后，回到家庭很难

重新参与社会工作，长期与外界隔离造成社

会交往能力下降，无法获得友好且包容的生

存环境而再次发病重新回到医院，这种现象

在精神医学界被称为“旋转门综合征”［2］。

在了解这一情况后，同学们意识到，对于病

患营造和谐的社会精神环境，甚至比改造精

神医院的物理环境更加重要，他们希望通过

自己的所学帮助病患，实现对社会弱势群体

的人文关怀。这一思路获得导师团队和学校

的支持，构成了策划艺术介入精神疗愈的展

览契机，以展览形式向公众呈现创作成果，

通过川美教学平台，聚焦大众心理健康，呼

应社会各界关注精神残障弱势群体，改变和

减少对精神病患的歧视，保护弱势群体的生

存空间，创建和谐的社会和生活环境。

三、艺术如何介入精神疗愈？：主题的生成

当前，在我国鼓励多学科交叉的趋势

下，医学与艺术成为现今医学人文学研究的

重要领域之一［3］。 艺术教育工作者在内容

和方法上不断革新，同时也在拓展艺术教

育的外延，实现艺术教育与其他学科的结

合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来，艺术学与医

学领域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不断取

得理论与实践上的突破［4］。艺术治疗（art 

therapy）将艺术与临床心理学相融合，是

对艺术与心灵关系的创造性应用。兴起于欧

美的艺术治疗，如今在中国的教育和临床领

域逐步得到推广。在欧美心理治疗语境下，

art therapy指绘画艺术治疗，即在心理治

疗中采用铅笔、水彩、油画等传统工具进

行绘画创作。随着art含义的不断扩张，art 

therapy所采用的创作方式也相应多样化，

雕塑、拼贴、装饰、电子成像等其他视觉艺

术形式逐步被纳入进来［5］。从20世纪50年

代伊始，以纽约大学、芝加哥艺术学院为代

表的专业院校，已将艺术治疗作为独立的学

科。我国从20世纪末以来，已在中央美术学

院、大连医科大学等艺术与医学院所开设艺

术治疗专业，艺术与医学的融合研究，也已

成为新工科、新文科发展中的重要方向。

艺术与医学跨界融合的实验性教学，引

导同学们带出校园进入医院项目现场。在实

践教学过程中，同学们多次不定期地到重庆

精神卫生中心实地踏勘和调研，包括48小

时对精神病患跟随调研，希望获得创作的第

一手资料。调研过程中，同学们发现精神病

患与外界缺乏交流，包括病患与普通人的交

流，也包括外界对精神病患的交流，基本都

是零交流。因此，“交流”成为大家感兴趣

的一个主题，怎样用艺术的手段来促进精神

病患与外界的交流？交流是每个人保持自身

社会属性的基础［6］，传统的心理治疗是依

赖语言表达进行交流，而艺术治疗是通过绘

画等视觉艺术进行表达和交流。大多数精神

病患难以用言语准确描述自己的感受，交流

的困难造成表达受阻，艺术治疗提供了交流

的途径，帮助病患采用非言语的途径，观察

和整理混乱的内在情绪，以艺术的方式表达

和舒缓内心的愤怒与焦虑。最后，采用非语

言形式的交流，表达对自身对世界的认知和

思考，以设计学科和美术学科融合的手法完

成“艺术治疗”主题创作展览，被确立为项

目工作室实验性教学的策略和目标。

四、一次艺术创作过程中“自我交流”的

实验

如何探索心理健康领域并运用于艺术

治疗创作呢？教学中同学们基于认知层次理

4-6. 谭孟之，《打开“桃花源”》，互动装置作品，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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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有限的，只要有震动就会有声音的发

生，世界就有属于各种物或人的声音或语

言，也许不能被常人听见，但交流和共鸣

却已经发生。《世界语言》希望传递包容

的观点，鼓励人们换一种角度了解身边的

人或事，用多样性的方式接纳不同人和不

同的沟通和交流方式，给予精神弱势群体

更多的关注和包容。

纪录片《给人类的一封信》由摄影专

业学生艺术家袁辉燕完成。片中作者记录了

各种不同的生命动态，陈述人来到这个世

界，不断地学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以此成

为一个人。当人们对世界上有了先验的定义

后，会用先验理解世界，就很难重新去感知

世界。在我们身边出现的物，都是我们熟知

的，不管在书、网络和别人口中，我们都能

接收到相关的信息，所以世界上一切的物就

对我们一切如常。人对事物没有新的感觉，

就少了对新事物的思考，所以《给人类的一

封信》试图推翻具象的图像给人的先验定

义，用纯粹抽象的图像及声音，人们可以任

意去感受去思考，没有先验也就一切都是崭

新的生命体验。

记录类型作品《At the back》由雕塑

专业的学生艺术家王望和易境完成。在准备

展览的时间中，作者作为学生艺术家身份不

断地和导师一起沟通讨论完善方案，但一直

处于提出、被否定，再提出、再被否定的状

态。在调研精神病患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观

察、记录，到深入与他们交流、沟通，发现

开始以为了解的信息很是片面，创作构想甚

至断章取义，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最

后作者发现这个不断诞生想法、不断了解病

人的过程，比起作品甚至更值得被记录，为

何作品不可以记录失败不成熟的方案呈现？

因此，记录失败或不成熟作品的过程，成为

作品本身。展览作品以四个面格子的形式呈

现，展览空间的方格就像微型社会，每个面

记录了作者与不同精神病患的交流。方格空

间被定义为模糊的社会结构，在看似模糊化

的结构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位置。而四

角以一种超经验的想象空间存在，包围着中

心区域，隐喻着病患所说的我们理解不到的

感觉。在这个作品中，作者将与精神病患交

流之后的感受，通过作品表现出来，方格被

定义为四面体空间，转动到每一面相对其他

面都是对立或负向的，但是在转动之前，这

一面是合理的存在。

视觉传达专业的学生设计师潘涔丹为公

众推出了《精神健康手册》。作者制作了一

本科普手册，手册内页的图案素材，选用精

神病患绘制的图画，这些来自患者的创作的

原创绘画作品，也是他们“艺术治疗”过

程中的成果。公众对精神病患者普遍存在

或多或少的歧视，《精神健康手册》里展

示患者的绘画作品，让人们认识到精神病

患不同的一面。同时加入精神健康基本常

识，参观者在欣赏绘画作品时，了解相关

知识，同时手册里还列出了多种心理测试

游戏，人们也可以通过这些小游戏，了解

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理解心理障碍并不

是洪水猛兽，而是可以通过公众的帮助和

专业院所的医治，病情好转和治愈的。展

览上《精神健康手册》对参观者发放，传

达精神病患被关注被聆听的需求，希望能

够减轻公众对患者的偏见与歧视。

六、策展实践对于实验性教学的价值和意义

“寻找桃花源：艺术的社会创新”展

览以多学科合作建设及研究、艺术与精神疾

病治疗这两个方向为主线，进行具有可延续

性的展览实践和理论探索。多学科合作建设

及研究，满足面向社会发展前沿的需求，触

发了学生的思考和创造性。传统的艺术学科

往往对艺术技巧更为看重，新文科背景下的

艺术学科则更加关注个体艺术技巧和综合艺

术素养熏陶两者间的尺度。艺术技巧仅仅是

实现审美的手段，而审美精神才能从根本上

提升艺术的价值和理念。艺术承载着审美形

象的再现功能，需要通过艺术教育的学科观

念、专业设置以及课程引导来确认审美精神

和情感表现的和谐与完美［10］。项目工作室

以展览带动教学，教学促进创新的理念进行

探索，展览成为教学的目的和方法，展览内

容即为实践的目标和成果。展览与教学并

置，引领了艺术创作和艺术教学的创新，成

为多学科实验性工作室教学的一种尝试，为

搭建“新文科”背景下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

新课程体系提供了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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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触觉参与作品，让观展成为一次“艺术治

疗”的体验，成为一次走进心理“桃花源”

的经历，具体展览作品分为互动类和展示类

两种类型。

互动装置作品《倾诉》是一个尺寸很大

的作品，需要多人合作，由环境艺术专业的

肖宛宣、赵周乐、叶江林和封贵四位学生设

计师共同完成。在这个作品中，环艺专业的

同学尝试从身体层面理解感觉和认知。作品

构思来源于神经元，他们在展览现场一个5

米宽、7米长、4米高的空间，自己动手搭建

了一个模仿大脑神经纤维的装置，用铁丝和

弹力布搭建出超大比例的神经纤维，并在神

经中枢（中心点）安装了电子感应器。感应

器可以被人们倾诉的声音接收，激活内置的

光带并启动，通过不断的声音刺激，神经细

胞（光带）从神经中枢到三个远端触角由暗

到明不间断地散发光亮进行回应，光线不断

增强的亮度意味着神经元持续活跃的程度。

环艺专业的学生设计师融合了实验艺术的表

达方式，运用了电子传感技术完成了这件可

以互动的作品，在展览现场，人们纷纷对着

神经中枢（中心点）小声说话，声音伴随着

灯光逐渐明亮，人们感受到被回应被接纳。

每个人都渴望倾诉，渴望被倾听，“神经

元”这一互动装置，激发个体的倾诉欲望，

人们在倾诉过程中看到灯光逐渐亮起，也就

完成了一次治疗者与来访者艺术的治疗。

互动装置作品《打开“桃花源”》由综

合绘画专业的学生艺术家谭孟之完成。这是

一个由真正的冰箱现成品改造的作品，关闭

时被放在角落，甚至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作

品，打开以后，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致。艺术

家阐述说，在冰箱厚重的躯壳里面藏着不一

样的情绪和性格，亦宁静，亦狂躁。社会里

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存在，又或许大家都是

一样的。打开冰箱也就开始了一次“艺术治

疗”。在这里，冰箱被象征为一个打开外部

世界的媒介，打开一扇门，即打开了另外一

个世界。关闭时没有人知道里面是什么，当

你走近它，打开它，观察它，才能够知道自

己看到什么并体验什么。观众参与在一开一

合的互动中，内部设置的LED灯管调光器

控制灯光颜色，每次打开会无规律地出现蓝

光或者红光，灯光通过镜片的反射和折射，

在冰箱内部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视觉幻象。冰

箱作为一个交流的媒介，无法预知每次被开

启后的结果。但是否打开是由参与者决定

的。这是一次游戏一样的“艺术治疗”之

旅，希望参与者在这里能够找到他们心中

的“桃花源”。

互动装置作品《世界语言》由服装专

业的学生设计师冉玉秀完成。这个作品是作

者在精神医院调研时与一位幻听患者的接触

中获得的感悟，并通过她自己介于科学和感

性的理解，完成的一件“艺术治疗”作品。

幻听患者自我描述总是能够听到很多声音，

能够接收到大于常人耳朵能获得的声音频

率，但无法用科学的仪器检测到发出这些频

率的人或物。这种不能用科学方法和理性思

维去解释的现象，如同每个人心间的桃花源

一般，如梦幻般地感性存在，我们没有听

到，但不能否认超常规声音的存在性。作者

将幻听患者讲述的声音，物化为图案印在面

料上，为患者制作了一件服装作品，并在服

装内侧安装了震动感应器。展览中，当参与

者触摸着装模特的手臂，会立刻感应到强烈

的震动，为了更好地交流，作者布置着装模

特为坐姿，在模特前放置一把舒适座椅，形

成一个有意思的对话状态。参与者坐下来，

阅读服装上的声音图案或文字，触碰模特手

臂，震动被激发，即开始了一次“艺术治

疗”。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声音是声

波通过固体或液体、气体传播形成的运动。

人的声音从声带的震动到产生声波引起空气

的碰撞，直到传达到人的耳朵里，这是声音

产生的原理和过程。人耳所接受的声音频

9-10. 袁辉燕，《给人类的一封信》（视频截图），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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