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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个因信息交流便利而越变越小、越变越像的世界里，行走在

大城市中如同蛛网的街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矗立期间的艺术作品，这一点

在近年来亚洲城市中尤为突出，我们通常把这类艺术称为“公共艺术”。给

予其更加详细的定义，它是指在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在公共空间体现了

民主、开放、互动、共享的价值观，并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程序保障，充

分尊重环境、历史、地域、社区的特征，利用建筑、雕塑、绘画、园林、水

体、场景、装置、表演等各种艺术方式加以实现的一种综合艺术。

城市建设呼唤全新的公共艺术

从艺术史的视野和维度出发，我们可知，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公共艺术

作为一种成熟的艺术体系在美国最早出现，而在中国其概念是在上世纪90年

代后期开始流行并得到广泛的认同，并且短期内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

影响，其原因有二：一是政府大量投入巨额资金，吸引了人才的流动；二是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公民社会的文化脉络的形成直接给予了适合公共艺术的

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但是在公共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是寻常可见，我们的

城市并没有因为耗费大量资源的市政建设而增光添色，反而在艺术趣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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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倾向于娱乐化和平庸化，城市中流行一种

轻浮、躁动的文化气质。从积极意义的一方面来

看，这自然是城市文化越来越开放平等的体现，

但从长远来看，则无疑是传统文化面临着越来越

严峻的考验。因而，对于一种全新的公共艺术的

期待也变得越来越迫切。

新兴的中国公共艺术教育面临的课题

和以往的艺术门类相比，公共艺术并不是孤

立的存在，也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公共艺术如何

定义？如何推进？答案当然是需要民众的积极参

与，这样一来，包括公共空间的美化、城市风貌

的营造、社会意识的凝聚、学术体系的建构、美

感教育的落实等相关课题必须一一被提到重要位

置上来。而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皆告诉我们，如

此庞大的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方案完全交

由社会是无法完成的，美术类院校中的公共艺术

专业对此可以说是责无旁贷。以下这些课题的解

决则是相关从业者首先要面临和解决的。

一．	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设置应强调公共

性抑或是艺术性？

在当代艺术教育的通用语境中，我们可以把

所有课程分成三类，分别是通识教育、专才教育

（Specialized  Education，又称“专门教育”）以

及博雅教育（Liberal  Arts），公共艺术教育课程

则可以充分兼顾两者。关于公共艺术专业教学体

系建设的争议是由来已久，公共艺术专业教学过

程中应该更加倾向于艺术专业素质的培养还是更

加倾向于公众意识、公共文化素养的提升？两者

之间的侧重或扬抑取决于公共艺术创作的特点，

也决定了公共艺术专业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

提升公共意识，艺术专业素质与公众素质并重。

反观当前的本科教学，虽然已完成了从精英

教育阶段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转身，但由于各种

原因，当下学院教育培养的学生往往会出现与社

会、公众脱节的弊端。因此，作为艺术院校公共艺

术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和创作阶段积极的实现作品

介入和干预社会生活，使个人的艺术创作结合公众

的公共体验是非常明确而可行的教学思路。将艺术

专业素质和公众素质并重培养亦是公共艺术专业教

学体系建设首要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提升公民审美素质是公共艺术发展的

前提

有教育学者认为“对于人的幸福起首要关

键作用的是美好的素质。”因此，对于社会的幸

福来说起首先关键作用的是具有美好素质的人。

文化艺术欣赏能力为基础的公民资格认定，意义

不只是在诉求政府应提供充分之文化艺术资源，

保障公民充分享有的权利，更进一步诉求公民在

参与、支持和维护文化艺术发展活动的责任，我

们应调整过去基于血缘、族群、历史、地域等的

身份认同，开始从文化艺术和审美的角度切入，

重建一个属于文化和审美的公民共同体社会。显

然，仅有政治意识而无文化意识的公民是不成熟

的。

“教育已经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生

活质量的重要尺度，”目前一些权威国际组织及

发达国家、地区都将健康、教育、经济状况、生

活环境等要素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我国也

有学者提出国人生活质量或幸福的指标应该包括

“物质保障、教育、居住与生活条件、健康、社

会保障和环境”。通过教育逐步提升公民审美素

质，无疑成为公共艺术未来发展的前提。

三．	公共性和艺术性结合体中的趣味性

席勒1789年在耶拿大学的任职演讲中说道“掌握着科学和艺术这一至为

高贵的工具，却毫无高尚的追求，以手拿粗器的苦力自居，在最为自由的王

国中，却长着一颗奴隶般的心灵，这些人何其可悲！”有相关调查显示，北

京过半高校弥漫厌学情绪，这也是全国高校的一个缩影。在“娱乐至死”的

时代里，大学生在走进“大学城”的同时，也“不幸”踏上“娱乐城”。除

了“娱乐至死”的社会大环境诱惑之因外，恐怕“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

更直白地说“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对找工作没有帮助”更是重要的诱因。

开发学生对于所学课程的趣味并不是简单的“好玩儿”，而是具有深度

的思考所产生的“思维的快乐”。在艺术领域，感性的认识趋近于生理，不

可能用“逻辑归纳”加以整理总结，所以研究总结也不具备太大意义；另外

一种则是理性的，能够异于普遍的认识，并且被历史保留的，它的研究系统

经常又是成熟而有效的，但是有一部分成为系统以后会被历史遗忘，当然还

有未能成为系统的，但是观察被其周围环境同化的过程本身就有无穷的趣味

性。在这个范围内的体系必然是能够激发兴趣的，通过知识的增长，“心灵

才能从它的精神束缚即偏见、偶像和避免的错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在如何促进公共艺术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和创作阶段积极的实现作品介入

和干预社会生活，作为中国美术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专门针对公共艺术进行

教学和研究的高等教育单位，2007年年底成立的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

不仅设置了相关众多的显性课程，而更注重公共艺术专业教学中的“隐性”

课程的开展，主要以引入社会应用性案例教学，突出公共艺术创作与建设的

规律。引导学生参与、掌握从作品公示、民众参与、专家评审、媒体监督、

施工建设等系列操作程序，激发其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操

作能力。

通过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加强对学生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心的培养，

多关心社会热点话题，来推动学生参与社会、认识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相关创作教学中，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公共空间艺术系进行了很多

让学生“接地气”的大胆尝试，例如，首先安排一周的时间让学生去做义

工，让他们在有别于学校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中，了解公众的感受，特

别是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深度观照，找到创作的本源方向和价值所在；此外，

为了拓展学生从多方面、立体地认识“艺术性”和“公共性”，我们还在教

学课程中安排了一周有关两者关系的辩论。这些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不仅

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而且事实上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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