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近年来，中国社会从民间到官方开始重

视生态问题，生态的话题成为多方参与和博弈的话

语场域。艺术如何介入其中？这成为中国当代艺术

家进行思考和创作的一个重要出发点。“2020 重

庆生态艺术季”提供了一次生态艺术的行动实践。

话题的针对性是生态艺术观念中更为强调的部分，

作品不重结果而强调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将想和

做联动。行动是构建话语和思想表达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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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行动成为思想方式的呈现——对 2020 重庆生态艺术季的观察与
思考
Let the Action B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Way of Thinking—The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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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civil to the official, the Chinese society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ecological issues, so that the ecological topic has become a discourse field 

with multi-participation and game. How does art get involved? Thi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ists to think and create. 2020 Chongqing 

Ecological Art provides an action practice of ecological art. The pertinence of the topic is 

the more emphasized part of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art. The work emphasizes the feeling 

and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rather than the result, which is linked with thinking and doing. 

Ac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onstruct speech and thought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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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使人类似乎找到了解决基本生

存问题的途径，但随着生态学家对地球环境

的研究，发现情况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其实正代表着人类的

焦虑——我们彷佛行走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

的地球的道路上。这种焦虑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开始被转化为生态政治诉求和生态艺术行

动。今天大部分的生态艺术实践正是源于西

方的生态艺术思潮。近年来，中国社会从民

间到官方也开始重视生态问题，生态的话题

成为多方参与和博弈的话语场域。艺术如何

介入其中？这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家进行思考

和创作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将自然划分的“自在自

然”和“人化自然”，同时强调人是自然界

的一部分，依存于其中，劳动实践成为联系

人与自然的纽带。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他的“过程哲学”中

指出，“人”是自然世界的组成部分，而

非与自然界的对立者，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

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人类要尊重生命

和自然。有学者把他的这一论述与中国道家

“天人合一”的思想相连，作为生态艺术重

要的思想支撑。这也代表了西方后现代思想

与之前的思想的变化——淡化主客体的二元

对立，而更多地去寻找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

关系的差异性。

美国学者约翰·柯布在怀特海过程哲学

的基础上，提出一种重新建构人与自然关系

的生态神学和伦理学思想，其核心是打破以

往思想经验中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建立起

生态平等主义，尊重各物种经验的相对价值。

他指出：“上帝关心所有受造物，不只是人类，

并且人类应该跟随这种普世性的关怀……人

类的价值有时候应该为了他者的缘故而被牺

牲。”1 他因此希望通过实践活动建立起一

个可持续的世界。他在生态经济学、生态农

业、生态城市和过程教育四个方面提出自己

的思想主张，不只是形而上的哲思，而强调

用实践去改变未来。行动是一种连接思想与

现实的可靠路径。

启蒙带来的主体觉醒在工业化时代造成

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文明被视为摆脱对自然

依附的成就，“人定胜天”现代性的英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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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现代审美的霸权试图

使审美成为人类进化史的旁证。当生态思想

进入美学思考和实践后，这种状况似乎有所

变化。对自然风景之美的重新发掘和再认识，

启发了大地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和热情。生态

美学试图将现代主义对自然高高在上的征服

感带向对自然的感激之路。不同于古典主义

因敬畏而生的“崇高”，生态美学的“去人

类中心化”体现了一种生态平等观，在一定

程度上试图去消弭传统二元对立思想带来的

人与自然的竞争关系。如何“诗意地栖居在

大地上”成为艺术家们进行艺术创作和行动

的重要目的。

但是早期以大地艺术为代表的生态艺

术，在个人介入自然的行为中，大多只考

虑作为个体之“人”的主体性，未去考虑作

为自然之“人”的主体性。由此引发的问题

是，我们在构建生态话语时却在破坏自然的

生态，艺术成为消费景观制造的重要一环。

“想”和“做”发生了分离，这是景观社会

中人的异化现象之一。多数时候，艺术家很

难从一个绝对的整体性和长远性的高度去看

待问题。当然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艺术创

作始终是和感觉相连的，区别只是在于为大

众提供感觉的深刻和深入程度如何。过于宏

大的叙事方式不是一种好的艺术表述方式。

我们需要从宗教、哲学这些有关人类命运的

话题中汲取营养，但最终仍要回到与身体的

体验和感受上。因此，某种程度上而言，生

态艺术重要的不是去解决某种生态问题，而

是提出问题启发大家去寻找答案。艺术所带

来的深刻感觉性将使更多的人集结起来，迸

发出更大的社会能量。

生态哲学和美学指出了艺术家在艺术创

作时，需要以整体性、系统性思维进行思考，

而面对这种整体性也需要对“整体”和主体

做相应的界定和区分。我们习惯用“人类”

来概括地球上生存的人，虽然一再强调“地

球村”“同一家园”的概念，但在现实中不

同地域、国家、种族、阶层的人的诉求是各

不相同的，对生态的认识各有差异，他们代

表的主体和整体也是不相同的。就拿化肥、

农药的使用来说，这是现代工业文明最重要

的贡献之一，是人类在近百年来可以跨越粮

食危机的重要手段。如果只是简单地要求不

使用化肥、农药，搞所谓的有机农业，地球

上这么多人口如何养活？剥夺别人的生存权

是否也是一种生态的行为？因此，生态艺术

不应是一种简单的概念意识输出，更应该通

过艺术创作和行动搭建起一种“共同情境”

和对话交流的平台，促进大家在和谐共生的

前提下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艺术家需要发

挥自身的创作智慧和艺术专长起到这样构建

“共同情境”的作用。

生态艺术的创作实际就是一种提出问

题的过程——它有时是一种自问自答，有时

是激发思想碰撞和共鸣的火花，有时是一种

否定过程中建构新方向的尝试，有时是没有

现成答案的呓语……甚至对生态艺术的定义

也是一种对概念边界拓展和挑战的过程。在

2020年重庆生态艺术季的主题展“再生——

2020 年生态艺术作品全国邀请展”中就面

临这样的问题。策展人以“再生”这一生态

话语概念作为展览主题，希望艺术家能有所

回应，但艺术家们的诠释却引来不少争议：

生态艺术是在内容形式上的“生态”，还是

思想观念上的“生态”方式？美术史上利用

废弃物为材料创作作品的，比如新现实主义、

贫穷艺术等艺术形式是否算生态艺术呢？正

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帮助我们对生态

意识和生态艺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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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桷坪的春天”社区花园生态行动

也有学者提出生态艺术不应是一种口

号、概念，更应是与科技结合的“硬核”艺

术形式。有部分道理，但也存在某些的问题。

艺术家不是科学家、工程师，科学技术的发

展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方式和手段，艺

术家只是提供一种将技术转化为话题挑战性

和体验深入性的观念和方式，所谓的“硬核”

也只是衡量感觉所能达到的深刻程度而已。

最终能解决问题的不是单一的技术，而是通

过有效的政治组织使社会资源合理，分配满

足公共诉求。

本次生态艺术季单元展策展人与艺术家

们对此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行动。比如作为第

三方艺术机构的十方艺术中心、归真艺术中

心、同门艺术中心联动黄桷坪社区居民和社

会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艺术家、设计师，

一起进行了“黄桷坪的春天”社区花园的行

动计划。在这个艺术活动中，艺术家和设计

师是参与者，更是召集人，重要的是使社区

居民通过这次营造活动改变被快速城市化割

裂的社群关系。以往的社区景观营造往往会

陷入单纯的景观设计思路，最后只是一个摆

设，跟社区居民没有多少关系。而本次通过

艺术家和设计师调研社区了解需求，提出方

案，再由居民评选，最终社区居民通过大家

共同参与营造的社区花园成为一处满足居民

生活需要和环境改善的“自留地”。这块“自

留地”既考虑景观效果，又满足居民们动手

种菜的愿望，使得花园成为居民日常生活和

交往的重要一隅，在今天被景观化的社会中

显得独树一帜，颇有实践价值。生态艺术面

对的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进一步的是

重新去审视被现代主义夸大的主体，以及主

体之中被对象化或者对立的他者冲突，重建

人与人的共生关系。

由靳立鹏主持的四川美术学院大学城校

区的“愈园”生态校园计划，是一个融生态

艺术教学实践、生态学术研讨和社会公共艺

术活动于一体的持续推进项目。“愈园”希

望用生态艺术的方式疗愈人的心灵和社会创

伤，在这个项目中结果不是最重要的，更强

调参与的过程，通过行动加深对生态问题的

感受和思考。马克思说，工业社会造成劳动

和人的体验感受分离，成为一种机械式的生

产活动，妨碍了人的创造性。生态艺术中通

过劳作创新构建人的身体感知和体验，激发

人的创造力，对抗消费文化的符号化侵蚀。

这样的身心体验过程正是心灵获得疗愈的过

程。

生态艺术作为一个涉足生态公共话题的

艺术形式，其本身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同

时也应具备自身艺术呈现的特点和智慧。生

态艺术的作品不重结果而强调过程中的感受

和体验，将想和做联动起来，使艺术摆脱过

度商品化的倾向，重新回归对创造力的解放

和对精神的疗愈。艺术家在创作时很难回避

政治意识的介入，话题的针对性应该是生态

艺术观念中更为强调的部分，而不是用一种

泛化、空洞的谈论消解话语的有效性。这需

要艺术家持续探索，找到一种更为适合和更

能激发大众感悟和参与的艺术方式。而行动

正是构建话语和思想表达的重要方式，让行

动成为我们思想的先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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