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在实验艺术的学科体制下，生态艺术

在努力拓展疆界以建构新的艺术方向，这对当下

的艺术状况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本文从生态主题

表达、生态原则内化、生态媒介转换、艺术体制

与观念拓展几个方面，强调生态艺术作为新的艺

术形态如何实现生态主题向生态媒介的转换同时

厘清生态艺术概念，推动生态艺术的本体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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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maturity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experimental art, ecological 

art is also trying to expand its own horizons for new artistic possibilities, which has created 

a strong impact on the current artistic forms. Based on the expression of ecological them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incipl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media, and the 

expansion of artistic system and concept, the article further discusses how ecological art, as a 

new artistic form, can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cological theme to ecological medium.  

Meanwhile, it tries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art so as to promote the ont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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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艺术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争议， 生

态艺术是一种观念还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态

至今还没有形成共识。今天的实验艺术在形

式语言、媒介材料、空间场景、传播途径和

创作方法论等维度都呈现出了异常复杂的状

况。生态艺术作为当代实验艺术的一个重要

面向，应该厘清生态艺术的基本概念，推动

生态艺术的本体性建构。本文拟从生态主题

表达、生态原则内化、生态媒介转换、艺术

体制与观念拓展几个方面展开初步的探讨。

一、生态主题的多元表达

中国当代艺术对生态主题的表达已经非

常丰富和多元，很多艺术家和作品也给人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生态艺术不仅是对自然生

态的关切，还关涉到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

文化生态的相互关联性。今天，广义的生态

艺术以生态作为主题，无论是聚焦于作品本

身，还是强调过程、介入、实践和协商，基

本涵盖了装置、行为、影像、观念艺术及参

与式艺术等诸多实验艺术形态。

徐冰自 2004 年以来一直持续创作《背

后的故事》系列。艺术家用各种废弃物在半

透明玻璃后面造型，利用光线的作用，在正

面复制出中国古代山水图式。我们可以从生

态艺术的维度来阐释中国人传统精神家园的

失落和人类活动对自然山水的伤害。这种类

型的作品与传统的架上艺术形态有更多的关

联性。而尚扬的《剩山图》系列作品，虽然

是以架上绘画为主体，但植入了工业废旧物

品等现成品，在展览空间里构成一种进入性

的空间，具有了剧场性的特征，表达了他对

于人类生存家园的忧思。艺术家梁绍基以蚕

吐丝结茧的生命过程作为创作媒介，把自然

生物生长的过程性带入艺术创作。王久良的

《垃圾围城》等摄影作品聚焦环保生态问

题，现实生活场景的影像化转换与传播使

其作品在广泛的社会空间里被关注。朱青生

2005 策划实施了网络艺术活动《洗黄河》。

艺术家在网上征集洗河方案，发起在线交流

与讨论，将黄河污染话题以艺术的方式引入

当代舆论空间，作品成为一种社会事件，体

现为一种社会参与和行动。

西方社会生态运动作为一种公民政治运

动得到了广泛开展，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

与文化力量。在生态运动中应运而生的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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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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政治组织也十分活跃。博伊斯就曾以艺术

家的身份，参与创办了德国绿党。生态艺术

实践在西方是生态运动的一部分。在中国，

生态艺术实践并没有形成一个艺术流派或艺

术形态，更没有生态政治运动的社会性基础。

虽然中国社会生态与发展的矛盾依然突出，

但生态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从政府层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全社会的生态意

识得到了明显提升。中国当代生态艺术实践

也体现了更多的建设性意义。但当下的众多

生态艺术活动与一般意义上的公众生态与环

保教育活动相互呼应，生态艺术实践往往成

为一种皆大欢喜的主题性宣教，中规中矩的

同时也就缺少了艺术的突破性和张力。或者

通过附加过多的学术性包装而与社会语境区

隔，成为曲高和寡的小圈子自娱自乐。 

当下艺术圈对“生态”一词的滥用和

误用比较普遍，对生态艺术、社会生态、艺

术生态等概念的基本关系也没有厘清，由此

对生态艺术也产生了大量误解。大量的所谓

生态艺术停留在泛泛而谈的生态环保理念和

主题层面，生态主题的多元表达依然存在诸

多局限性。实验艺术的前沿性、先锋性在生

态主题倾向的艺术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呈

现。

二、生态原则的内化

生态艺术从艺术观念到艺术实践都应该

体现出鲜明的生态原则。

首先，生态艺术创作本身应该体现生态

环保原则。生态艺术应该是生态的艺术。在

其创作、运输、展览、收藏、回收等环节都

应该体现环境无害原则和绿色经济原则，尽

可能减少环境伤害和能量消耗。早期的大地

艺术以巨大的工程体量来对自然环境形成人

为的美学化改造，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既不

环保也不经济，同时体现了资本对自然支配

的粗暴干预。众多当代艺术展览与活动为了

追求视觉的奇观效应而兴师动众，投资巨大，

占据了大量的公共资源。个别所谓公共艺术

以巨大的体量占据公共空间，对自然环境和

空间关系形成了挤压性的扭曲而无异于艺术

垃圾，有违基本的生态原则。

而且，生态原则的内化从根本上来讲应

该是在哲学美学层次上的一种生态性文化反

思。麦克卢汉认识到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已

经彻底改变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即“技

术成为环境”包裹和取代了自然。人与自然

的联系需要技术的中介，自然因为与人的疏

离由此成为人的审美对象。生态艺术在当

代的凸显，作为一种审美补偿机制，具有

其审美心理学的重要基础。我们需要超越

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将人的生命实

践放在整个自然宇宙的生命系统中进行宏观

性的整体思考，以此克服人类实践的短期效

应和短视性。

生态艺术应该成为“通过生态学知识所

理解的艺术”。坦率来讲，艺术界对生态问

题的理解还停留在非常浅表的层次。当代的

生态艺术实践更多的还是一种生态焦虑情绪

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反映，生态哲学、生态美

学、生态科技等层次的众多问题并没有得到

深入思考。而在自然生态、社会文化生态、

艺术生态方面的相关联问题还有待充分展开

讨论。

三、艺术形态的媒介性转换

生态艺术何以构成一种新的艺术形态？

艺术形态的拓展更替构成了现当代艺术发展

的一种基本脉络。生态艺术如果仅仅以主题

来进行一种形态学意义上的命名必然引起普

遍的质疑。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当代艺术

形态演变的基本逻辑。

现代主义以来的造型艺术发展经历了从

架上到架下，从拼贴到现成品的挪用以及装

置、影像等的发展，从物性到身体性、从作

品性到剧场性、事件性，从白盒子到社会现

场，从观看到参与介入等系统性的变化，形

成了艺术形态的不断拓展、更迭。在当代艺

术领域，生态主题的多元表达俨然已经形成

了生态性艺术的谱系和脉络。但从艺术形态

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生态性主题的多元表达

涵盖了绘画、雕塑、影像、装置、行为艺术、

观念艺术、地景艺术、生物艺术、参与式艺

术等众多艺术形态。生态艺术概念还基本上

是基于传播角度的实用主义命名。

生态艺术作为新的艺术形态必须实现以

生态为主题向以生态为媒介的转换。生态从

艺术以生态为媒介表达生态的艺术主题，将

生态的修复、重建、创造作为特定的艺术表

达方式，实现生态性目标和美学性目标的内

在统一。然而生态具有一种宏观的系统性，

单一的艺术项目很难在生态层面产生实际影

响，以生态为媒介具有现实性的难度。当代

生态艺术的诸多争议也正是基于生态艺术主

题性与媒介性的分离而引发。从艺术形态学

角度来看，生态艺术还很难说已经成为了一

种新的艺术形态。

四、艺术体制与观念的拓展

今天的中国艺术体制中，实验艺术将当

代艺术的诸多形态纳入一种学科化的体系，

体现了学院体制的开放性和当代性。生态艺

术作为实验艺术的一种艺术倾向，因其鲜

明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切而备受关注。近年

来，以生态艺术的名义举行的艺术活动与展

览也越来越频繁。但其中也呈现出一些普遍

性的问题。首先就是对生态问题的思考缺乏

深层次的探索和拓展，当下的生态艺术创作

大多体现在资源枯竭、垃圾泛滥、物种灭绝、

环境污染等显性具体的生态问题的呈现与回

应，与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技术等关

联性较少。创作中生态艺术的实验性、前沿

性张力有所弱化，类型化、模式化问题也比

较突出。生态艺术虽然形成了一种实验艺术

创作倾向，但并没有形成独特的艺术创作形

态和语言。其进一步的发展也面临突出的瓶

颈。

如果我们超越一种媒介性的艺术形态学

分类，生态艺术可以看作是一种艺术观念的

社会性拓展。它以一种特定的社会性问题域

为核心，以开放的艺术观念参与社会性的生

态实践，由此形成当代艺术的生态性参与。

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生态艺术包含了自然

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等多元维度，这

样来看，生态艺术与博伊斯的“社会雕塑”

理念更加相关，而成为一种整体性艺术。“整

体艺术”的概念经瓦格纳、海德格尔的美学

之思致力于在艺术中实现人的整体性和对异

化的抗拒。这种观念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使艺术观念超越审美而具有更加本真的意

义。

今天实验艺术在学院体系内部不断推

进，中央美院邱志杰提出的“总体艺术”融

合了社会调研、行为、装置、写作与社会参

与等多元方式，成为一种开放性的当代艺术

实践。川美实验艺术学院设立了艺术——社

会的实验艺术专业方向，强调将艺术创作置

于社会现实之中，坚持艺术观照社会、介入

社会，共织艺术与社会共生的文化生态。生

态艺术首先是行动的艺术、实践的艺术，在

实验艺术的学科体制下，生态艺术在努力拓

展形成新的艺术方向。“2020 首届重庆生

态艺术季”系列活动从不同的维度探讨了生

态艺术的可能性。主题展取名“再生”，总

策展人王林特别强调作品以废旧物为材料进

行创作，重新焕发日常事物包括废弃物的天

性与活力。而社区生态艺术项目则介入社区、

社群，调动与提升大众生态意识，将生态艺

术纳入到日常生活领域。

五、结论

当下中国生态艺术在实践和学科层面不

断推进与拓展，既关注生态理念与主题的多

元表达，也将生态原则内化于艺术创作的诸

多环节，同时也在探索以生态为媒介的艺术

形态学的可能性，以及它对艺术基本观念的

拓展和对现有艺术体制的突破。中国当代实

验艺术已经形成了生态转向。虽然面临着重

重矛盾，但生态艺术直面当代人类严峻的生

态问题，体现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对当下

的艺术状况无疑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生

态艺术的面貌也在逐渐清晰，受到日益广泛

的关注和重视，这也正是生态艺术的活力与

潜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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