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生态艺术已经介入到自然空间、社会空间

和精神空间的多个维度，跨越艺术与社会性研究以及

生态保护工程的界限而成为一种当代的生态性社会实

践与行动，呈现出空间问题的复杂性。文章从自然空

间的生态修复与改造、社会空间生产的生态性维度、

精神空间的生态性特征三个方面，阐述生态艺术与自

然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文化空间的复杂关联和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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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转向视域中的生态艺术
The Ecological Art in the Vision of Space Diversion

 陈德洪  Chen Dehong

Abstract: Ecological art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natural 

space, social space and spiritual space. It crosses the boundaries of art and social 

researches as well as ecological protection projects, and has become a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social practice and action, which presents the complexity of spatial problem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mplex interconnection and interweaving between ecological 

art and natural space, social space, spiritual space and cultural space from three aspect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natural spac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space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piritu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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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改造中，我们逐渐构建出我们赖以依存

的社会空间。有空间的生产就会有空间的支

配权力，这种支配关系形成的社会区隔、中

心和边缘的空间差异等种种社会境遇和权力

关系构成复杂性的社会问题。生态艺术已经

介入到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多

个维度，跨越艺术与社会性研究以及生态保

护工程的界限而成为一种当代的生态性社会

实践与行动，呈现出空间问题的复杂性。

一、自然空间的生态修复与改造

自然生态是地球生命的家园和生存空

间，人与自然构成的生命共同体具有一种内

在的秩序，宇宙万物浑然一体。从根本意义

上讲，人的生活世界依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而

不在自然之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对自

然的改造体现了人以万物为尺度的自由状态

和审美法则，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地质学家根据人类对地球环境的重大影响而

提出了“人类世”的概念，人类的进化与人

类活动已经彻底改变了地球的原始生态系

统，并使当下的地球生态面临巨大的风险。

人类的文明与历史不可能退回到史前文明的

自然状态。但人类的主体性始终是地球生态

Abstract: Street graffiti originates in 1960s, and its strong visual impulse, 

colour contrast,semi-underground and coverability have made it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rt forms of pop culture and street culture. Taking graffiti as 

the visual form, Chen Xuanrong has developed his own style—repeated layers 

of graffiti in his works. What interests him is not graffiti, but the interchange of 

old and new graffiti,imprints of the rain eroding the wall, the elapsing time,and 

thes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urroundings and even the whole city. Perhaps, it is 

the unique charm of street culture that differs from  elite culture.

Keywords: graffiti,stree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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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Ernst 

Haeckel）最早提出生态学的概念，探讨自然、

技术和社会关联性。人类文明的现代性变迁

导致人类生存生态环境的恶化，频繁的生态

灾难，迫使人类对征服自然的传统观念进行

调整。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构成了当代生态

艺术勃然生发的时代语境。在新冠疫情依然

肆虐的当下社会情境中，围绕生态艺术的讨

论尤其热烈。 

空间是世界存在的基本维度，人通过自

然构建人的生活世界，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

空间生产的过程，是自然的人化。在人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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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性因素，当下的生态危机从根本上来

讲是人类的生存性危机。自然空间与人的生

活空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嵌入的关

系。人类与自然生态中的其他物种形成相对

稳态的共生关系是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工

业化、城市化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环境，人生

活在越来越高度人工化的环境中，人和自然

亲近从而保持生机勃勃的原生状态已经越来

越稀缺。自然生态之于人的心理距离也发生

了改变，重返自然，建构人类生活空间的自

然维度越来越成为当代人类的共识。

生态艺术重点关注艺术与生态的关联

性，面对自然空间被人类活动导致的千疮百

孔，生态艺术以介入的姿态进行自然修复，

如对废弃工业性用地的生态性改造，对露天

采矿区域的生态艺术植入，这种公共性的生

态修复工程与艺术的结合形成一种与自然对

话的关系。早期的大地艺术在旷野中进行大

体量的人工作业和自然干预，将环境当作审

美出发点并不一定是生态性的，在很大程度

上往往粗暴地改变了环境的原生态。废墟作

为一种文明遗迹与自然的结合体，构成了“如

画美”的景观性。人类活动的退出给自然生

态的自我修复提供了空间。废墟虽不是一种

主动创造的生态艺术，然而其文化性与生态

性的有机结合构成了自然空间、社会空间与

精神空间的内在统一。废墟与遗址承载的场

所精神是历史记忆的一部分，自然的生态修

复与生态艺术的介入并不是要掩盖这种历史

记忆，而是使人类活动的遗迹回归为自然的

一部分。

《木林森计划》由艺术家徐冰在 2008

年创意和发起，最初的目的是为肯尼亚恢复

森林绿带集资。将当地孩子画在纸上的树通

过展览和拍卖等方式筹集资金，并用于植树，

最终转化为真实的树木，艺术家以此来倡导

环保的理念和推动儿童与公众的生态教育。

《木林森计划》涉及到从艺术场域到自然生

态的介入，以及全球化语境中的社会资源分

配与生态修复机制的尝试。这个作品表达了

一种基于人类共同体的生态愿景。虽然这类

生态艺术作品广受赞誉，但这种象征性的艺

术行为不可能真正对生态修复产生实质性的

影响。

生物艺术通过改变生物的基因从而创造

出新的物种，虽然目前还没有对环境生态产

生重大影响，但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例如

2013 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科学家培育的转基

因荧光兔，还有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中国艺术

家李山利用基因技术实施的《南瓜计划》，

揭示了基因技术对物种的改变，凸显了生态

问题的复杂性 。  

生态艺术既是对自然生态的一种修复，

也是对人的精神生态的一种治愈。生态艺术

对自然的介入依然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生态

观。虽然“深生态”作为一种激进的生态价

值观还饱受争议，但人与自然生态的整体性

和关联性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制约着人对

自然环境与生态的肆意妄为。以人为中心和

以万物为尺度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关系，或许仅仅是人类看待世界的不同出发

点和不同角度而已。生态艺术依然需要保持

一种对自然的审美维度，保持对自然的敬畏，

探索自然本身的神奇和奥妙。

二、社会空间生产的生态性维度

社会性空间因人类活动的空间介入而形

成一种空间的生产。现代性所产生的空间后

果最典型的就是工业化空间和都市化空间。

这构成了当今人类活动最密集的空间区域。

大都市构成了中心——边沿的空间结构，也

体现出了空间关系上的权力支配关系。而在

都市空间内部因为社会的分化而形成了空间

的分化。土地价格的昂贵造成了绿色生态空

间的稀缺。而城中村、贫民窟、城乡结合部

已经内嵌入现代都市的空间结构，成为被遮

蔽的空间角落，底层群体承受着城市发展巨

大的环境代价，其环境生态状况尤其堪忧。

绿地、公园、湖泊等生态资源往往被商业地

产逻辑支配，无法做到共享。城市生态在空

气污染、水污染及垃圾处理方面面临十分

严峻的生态问题。以 1995 年成都《水的保

卫者》艺术活动为起点，艺术家在成都发起、

实施了一系列与府南河治理和水资源保护有

关的艺术活动。使实验形态的行为艺术、观

念艺术由此得以走进大众，并以艺术之名对

社会发出了一种生态性警示。这可以说是中

国本土生态艺术的发端。

园艺、公共绿化景观工程、公园等以自

然的植物、岩石、土壤为材料建构起自然与

人工结合的空间，在自然与人工环境之间开

辟出了众多链接点。当代山水园林城市、森

林城市以及都市乡村的城市空间规划理念与

实践在努力恢复城市与自然的联系。日本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乡村艺术模式引

发了普遍的乡村艺术及田野艺术的潮流。自

然空间的艺术化成为公共艺术、环境艺术及

生态艺术的切入点。2000 年 , 在英国南部康

沃尔郡废弃的矿山上兴建的“生态伊甸园”

项目是全球最大的生态温室。这个建在废弃

矿山上的伊甸园在努力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决心，同时也显示了一种 “生态避难所”

的尴尬。现代化与生态化在资本主义主导下

的工业文明阶段形成了明显的分裂和对立。

所谓先污染后治理往往成为一种短视的实用

主义逻辑。而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的灾难性

后果却是不可修复与弥补的。

而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基础上建构起来

的宏观的世界体系中，从工业革命以来，“廉

价的自然”被内化为资本操控的资源，这已

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基本法则，使生

态危机已然成为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的一部

分。而西方发达国家把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和

废品垃圾转移至第三世界经济不发达国家和

地区，从而造成当地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却

又指责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缺少环保意识。

然而地球的生态环境却是一个全球问题。这

种发达国家通过转嫁生态问题而形成局部环

境空间的生态化不过是生态殖民主义的掩耳

盗铃。当人类对地球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已经

十分巨大，而人类在发展模式与策略上却缺

乏整体性的应对。当今世界格局中民族、国

家自行其事，资本的逐利本性产生了过度的

开发。在重大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作为命

运共同体越来越成为共识，生态文明的理念

开始深入人心。由此，生态艺术作为一种批

判性的文化力量，不是单纯地进行所谓的生

态干预，抽象地表达生态情怀，它必然与批

判更加广泛的社会不平等联系在一起。成为

一种空间权利争夺与交锋的场域。

在博伊斯的艺术观念里，人人都是艺术

家，而艺术则将人的社会实践行为转换成一

种“社会雕塑”，社会就是人的作品。在所

谓“人类世”的地质时代，地球生态系统本

身也成为了人化的自然，打上了人类活动的

深深烙印。博伊斯在卡塞尔实施的著名作品

《7000 棵橡树》中包含着尊重自然伦理这

样一种生态的思维。生态艺术作为一种拓展

了的艺术理念，建构起人类的空间生产与生

活世界的生态性美学维度。

三、精神空间的生态性特征

对生态艺术的探讨往往和艺术生态问题

相关联。艺术处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和

其他多元的社会要素形成一种共生性关系，

具有生态性特征。艺术生态是社会真实和艺

术想象相互融合的“第三空间”，它构成了

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场域，生态艺术在这种

特定的社会文化场域中被命名、呈现。福柯

用“异托邦”来描述人类社会的空间生产的

文化精神性特质。生态艺术与自然空间、社

会空间、文化精神空间相互交织，形成一种

新的空间状态，它既关联现实，也指向一种

理想化的精神维度。

生态问题总是与地理和环境有密切关

联，生态艺术往往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在地性。

这种在地性结合了自然地理因素、社会环境

因素，也包含着历史与人文的因素，形成了

特定的艺术生态。

生态艺术由单纯的架上状态和白盒子

的隔绝状态进入更加多元而广泛的空间与场

所，场所与空间构成了作品意义生成的有机

部分，体现出了更加鲜明和突出的公共性。

今天，艺术生态也拓展到广阔的网络虚拟空

间，虚拟与现实相结合成为当下艺术生态的

重要特质。当代生态艺术也涉及更为前沿的

学科，以及专门化的技术和知识。现代技术

的发展越来越具有某种自主性的支配力量，

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高度依赖技术化的生

存，人与自然都可能成为被技术支配的对象，

这已经引起人类的技术反思与警觉。当代艺

术生态越来越依附于技术性的架构，人文空

间被技术挤压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事实。

社会交往的碎片化和孤立化形成当代精神文

化氛围普遍的倦怠感，艺术所建构起来的精

神空间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生态艺术因

为生态性问题的现实焦虑而生发、壮大，但

其生态关切的整体性、恒久性与当代精神文

化氛围的快消化、和浅表化形成了对冲。因

而，生态艺术的当代实践普遍呈现一种美学

形式化的批判而缺乏批判性的锋芒与张力。

四、结语

生态艺术介入到自然空间、社会空间与

精神文化空间的复杂关联和交织，由此形成

了空间关系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地球生态的

有限性与人类发展的扩张性之间的矛盾已经

逼近临界点。在绝望处凝聚信心，生态艺术

为这个时代发出了明确的警示。地球的生态

圈是宇宙中小小的生命方舟，作为命运共同

体的人类唯有同舟共济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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