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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庆悦来公共艺术展的开幕是重庆公共艺术历

史上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公共艺术的悦来路径指的是

它的价值诉求、趣味诉求、组织方式和创作方式。悦来公共

艺术展表现出对品质、精确和细节的追求，与“大众”“流

行”的公共艺术价值诉求迥然不同；悦来用自己的作品，践

行了当代艺术的价值主张，打破了不同艺术之间的门类界

限，并引领了公共艺术创作机制方面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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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ongqing Yuelai Public Art Exhibition is a turning point to 

the public art history of Chongqing. Public Art’s Yuelai Approach refers to its 

value proposition, pursuit of taste, organizing way and creation method. Yuelai’s 

pursuit to quality, precision and detail has distinguished itself from “mass” 

“popular” public art; with its works, Yuelai has realized the value proposi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crossing the boundary of different kinds of art, and made 

innovation in the creation mechanism of public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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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悦来公共艺术大展的开幕，不仅是

重庆公共艺术历史上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事

件，对全国而言，它在公共艺术路径方面所

做的尝试，或许比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公共艺

术作品更有意义。

公共艺术的悦来路径，指的是它的价值

诉求、趣味诉求、组织方式、创作方式。它

告诉我们，公共艺术另辟蹊径的新可能和新

方向。

具体是什么呢？

长期以来，人们对公共艺术的解读，更

多是从大众文化的层面来进行的。的确，它

对公共性的强调，对公众参与的期待，对最

大限度贴近生活的要求，客观上使公共艺术

这个词在“公共”和“艺术”之间产生出了

一种内在的紧张：在大众趣味和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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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和提高、业余和专业之间，人们似乎更

倾向于前者，即大众、普及和“人人都是艺

术家”，而对公共艺术中的精英主义、高端

品质、专业精神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悦来公共艺术大展的独特之处在于，

他们公开打“高端”牌、打“精品”牌、打

“专业”牌，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对品质、

精确和细节的喜爱和追求。这种价值诉求

似乎和“流行的”公共艺术表现出了明显

的差异。

或许，这种努力恰好是公共艺术领域超

前的表现。

文化和艺术的历史发展表明，任何一种

文化和艺术的现象，最终都会呈现出一种由

粗到细、由野到文、由俗到雅的发展过程，

公共艺术是否例外呢？应该不。至少，这个

过程早在国外已经露出了端倪，安东尼·卡

普尔的《云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由此看来，悦来公共艺术大展的10件作

品，在品质的意义上，或者在对品质追求的

态度上，它所表现出来的自觉意识，对全国

公共艺术的发展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第二，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当代艺术是

否能进入公共空间，成为公共艺术作品？一

直有着不同意见的争论。

1998年，从何香凝美术馆和深圳雕塑

院共同主办的深圳当代雕塑年度展开始，当

代雕塑开始由室内走向室外，从美术馆空间

走向开放的公共空间。

在此前后，城市雕塑的创作和户外雕塑

大赛中，当代艺术作品也开始大量出现，二

者之间互不兼容的历史终于成为过去。

然而，由雕塑家来做户外雕塑，由雕塑

家创作公共艺术，似乎仍然是公共艺术中一

个不成文的惯例，并且这个惯例延续至今。

悦来公共艺术大展，打破了这个惯例，

除个别雕塑家外，参展的艺术家都是当今在

中国最为活跃的当代艺术家，他们用自己的

作品，践行了当代艺术的价值主张，打破了

不同艺术之间的门类界限，悦来的这种跨界

的力度和胆识，是过去所没有的。

事实证明，在这次悦来公共艺术大展

中，当代艺术家大规模地成为公共艺术的创

作主体，他们的创作相当成功。由于他们来

自不同的领域，有着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

特别是对空间敏锐和把握环境的能力，他们

的作品丰富了公共艺术作品方式和语言形

态，为更多元地与城市、与公众互动提供了

可能。

第三，悦来告诉我们，它在公共艺术创

作机制方面的创新。

从2000年左右开始，策展人制度就开

始引入到大型户外公共雕塑作品的创作和展

示中了。在悦来公共艺术大展中，这一机制

得到了高度的强化和提升，策展人和大赛的

规划、统筹人员以及专家团队，以一种近乎

工作坊的方式和每一个艺术家共同查勘环

境、落实地点、讨论方案、确定加工制作的

细节……如果将悦来公共艺术大展的全过程

纪录下来，将是非常经典的创作案例，在这

个过程中，任何一件公共艺术作品的诞生都

真正成为了一个可供全方位展开学术讨论的

过程，它远远超出了一般户外创作、雕塑工

程的概念；这个过程让悦来公共艺术的价值

观和趣味融入到创作的每个环节。

尊重专家、尊重专业人员，也是悦来在

机制创新方面的一个重要部分。

长期以来，因为众多周知的原因，公共

艺术创作的最终决定权在于出资人，在某种

程度上，出资人在公共艺术的创作中具有最

后的量裁权。悦来公共艺术展将创作的决策

权真正交给了艺术家，交给了专家团队。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悦来重新调整了

大型户外作品创作中的那种简单的甲乙方关

系，以协商、讨论的方式交换意见，最后由

专家团队对作品进行总体把握，这种做法在

今天中国的公共艺术创作中，其启示意义是

不言而喻的。

当然，悦来告诉我们的，还远远不止

这些。

其实，他们的心声、他们的愿望在这个

时候已经不需要直接说出来了，这些毋宁都

寄寓在艺术家所创作的这些作品中，作品就

是最好的表达。这是悦来送给重庆的一份厚

重的礼物，也是送给中国公共艺术的一份厚

重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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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悦来中轴线计划（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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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碑林柒系-c（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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