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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中，艺术群落是重要

的特征之一，2000 年以来，艺术群落表现为艺术家在艺

术创作物理空间上聚集，并形成了以艺术区为代表的主

要发展模式。本文以“都市铆钉 ：艺术群落在西南”展

览为出发点，讨论艺术群落在 2000 年前后所呈现出来的

不同样貌与特征，探讨 2000 年后艺术群落发展的状况语

问题，分析西南艺术群落所呈现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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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rt cluste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Since 2000, art cluster has been expressed as the artists gathering 

in the physical space for artistic creation, which forms the main development model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art zone. Taking the exhibition "Urban Humanities: Art Cluster 

in the Southwest"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appeara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rt clusters around 2000, and the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 clusters after 2000. Also,  the differences shown by art clusters in 

Southwest China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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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铆钉：艺术群落在西南”是笔者

于2021年11月在成都蓝顶美术馆策划的展

览，作为“2021成都双年展”特别邀请展

之一呈现，由文献和作品两部分组成，在回

顾西南艺术群落的同时，也展示了西南艺术

群落代表艺术家不同时期的作品。展览以艺

术群落为关键词切入当代艺术发展史，呈现

出历史与当下、地域与全国的关系，恰恰也

是艺术群落需要不断讨论的问题。艺术群落

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的重要表征之一，常

常与艺术团体、艺术区域等概念相提并论，

也是艺术思潮、艺术现象产生的动力源之

一，是艺术精神的象征。在20世纪八九十

年代，艺术群落——或被称为艺术群体（团

体）——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艺术现象，进入

21世纪，艺术群落成为一种艺术家创作空间

聚集的概念，遍布全国，并伴随着诸多“自

组织”“替代空间”活动的展开。艺术群落

的作用与特征有着明显的时代性和区域性，

在中国当代艺术肇始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

觉与集体意识；进入2000年后，则充满着

都市化与市场化的气氛，艺术群落的本体性

变得支离；近年来，艺术群落则在艺术产业

化的浪潮中浮现出光怪陆离的状态，因艺术

家聚集而形成的艺术群落又重新回归为自发

性和非目的性的形式。

在艺术精神的表现中，除了艺术作品

之外，艺术家本人的风貌也常常被视为艺术

精神的表现形式之一。在作品风格中，我们

常常看到艺术家在某个相邻时间段呈现出风

格、流派、现象作品趋于一致性的创作，这

种现象被称为艺术思潮，这一类艺术思潮在

中国当代艺术初期的“85美术思潮”期间表

现得尤为突出，不仅如此，在此期间也伴随

有艺术家的群体现象，即艺术家在生活与物

理空间上的主观性聚集。这种物理空间上的

聚集现象在2000年之前表现为高名潞所提

的“公寓艺术”，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

张晓刚在昆明的宿舍，还是90年代成都的沙

子堰，艺术家们在有限的绘画空间里，跨越

城市的边界，实现着思想与精神上的交汇。

也恰恰是这种群体现象在物理空间上的聚集

为2000年后的艺术区现象提供了雏形。进

入21世纪后，随着艺术区的陆续成立，艺术

家从过往艺术精神的聚集，实现了艺术工作

空间上的聚集，但这样的聚集未再产生更强

的集体性艺术思潮，反而是随着全球化的发

展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产生了更完整和

丰富的个体性观念，正如毛旭辉在评价“都

市铆钉：艺术群落在西南”展览时所言：

“把这个展览看作是对艺术群落的考查，实

际上是一种历史的研究话题，群落是边缘的

产物，今天这样的边缘已发生了太多复杂的

变化，几乎看不到群落原始的真实影子了，

群落是一个曾经的历史现象，现在每个人都

通过网络在了解世界和发生关系，智能技术

已经瓦解了过去时代的那种相对封闭的群落

化，参加这个展览的人，也在参加其他地区

的展览活动，甚至人都不用居住在原地，或

者说持有更多方面的‘签证’，从这个角度

看这是个怀旧的展览。”

对西南艺术群落话题的关注始于2012

年，在这一年笔者担任“贵阳叙事：新长征

路上的城市零件”策展人，选择以贵阳的艺

术群落——“城市零件”——为研究对象，

在呈现“城市零件”艺术群落艺术家的作品

之外，将贵阳的当代艺术发展做了一次以时

间、事件为轴的梳理。2019年11月在完成

“从街头到语言：2008年以来的西南行为

艺术”展览策划之后，对重庆的“自组织”

展览特征保持了持续的好奇和探究。虽然

“自组织”“替代空间”等类型的展览在全

支离的艺术群落与飘零的都市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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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其他地区也时有发生，但西南地区的“自

组织”“替代空间”与艺术群落有着明显的

并生关系，是物理空间和艺术精神同时存在

的互补，与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群体性质

相同，它既有艺术家精神聚集的群体性又有

创作空间地域上的物理交集。在21世纪的第

二个十年，以艺术群落为单位呈现艺术面貌

的方式似乎充满了滞后性，但这种滞后性加

上西南这个地域特征却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

的活力——尤其在贵阳，在“城市零件”解

散之后的2018年，贵阳“化纤厂艺术区”

宣告成立，从名称上便能寻得“798艺术

区”“M50艺术区”等中国第一批旧厂房改

造艺术区的身影，但在产生的时间上差了近

20年。此时包括北京在内的一线、准一线城

市响彻耳边的不再是艺术区的兴建，而是艺

术区的拆迁和艺术家的驱离，2018年前后

的老厂房“艺术活化”显然不再以艺术家为

主体，而是挂着艺术名头的文旅综合项目，

类似的艺术小镇、乡村、公园不断涌现，

“艺术”在成为消费强力催化剂的同时，也

无不消解着艺术群落的精神核心。除了艺术

区形态的变化，作为艺术群落核心的艺术家

们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艺术群落概念是

一个非主体化的统称，在个体化的发展过程

中因主观能动性的不同与客观环境的复杂影

响而呈现出多样的面貌。比如在西南地区艺

术院校就读的学生在规划未来发展路线时常

常收到来自各方的建议，在21世纪初他们

听到最多的声音是“去北京”；2010年以

来“去上海”的声音日渐响亮；近几年则多

了一个“去深圳”。每个方向都有其长处和

短处，选择栖息地最重要的还是适合自己。

地域对于个人选择而言是客观因素，内心的

选择则是主观的。当然这需要对各地艺术生

态有充分且客观的了解，在做决定之前最终

得询问自己内心在目的论上的真正所求，但

结果都未必是“成功”的。在今天，拒绝外

流、守持本土的西南艺术群落似乎早早放弃

了“成功学”的目的论，反而主要出自一种

自发的“非目的性”的聚集，艺术群落带给

艺术家的创作动力成为了内化的目的。无论

一线城市艺术群落的状况如何，西南艺术群

落都有着它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来源于

城市间发展的差异性，又可归因于地方艺术

生态的多样性。西南艺术群落既能复原一线

城市的艺术生态氛围，又有丰富的创作土

壤。其独特性在于当代艺术发展以来的“生

命流”、感性、介入。与一线重点城市不

同，西南地区当代艺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前

景在于艺术的自觉与艺术家的自立。而相对

于一线城市，西南在地理上的“偏安”，无

法遮盖思想上的“先锋”。西南地区少有社

会性的压力，为艺术创作留足了空间，也制

造了“安逸”与自如，稍不留神就会忘却自

我，随波逐流。艺术的自觉源于感性，自立

则来自理性。

“城市零件”“都市铆钉”这两个词

汇都会让人联想到都市发展，所不同的是，

“城市零件”相对中立，呈现一种客观状

态，描述艺术在都市中如“零件”般存在；

而“都市铆钉”呈现出一种主动性，强调艺

术在都市文化中的韧性与力量，深植在城市

精髓部分，然后不断地生发生长。伴随着20

世纪90年代西南“新绘画”的发展，都市化

是其中重要的文化特征，而艺术的发展也裹

挟在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城市化既成就了早

期艺术区的发展，也催生了近年来艺术区的

拆迁，让艺术的历史成为任人打扮的新娘。

直至今日，在艺术家的不断更迭之中，艺术

群落既是上一辈艺术家的怀旧，又是新一代

艺术家的恋新，虽然艺术群落的风光不及往

日，艺术家的聚集也无法掩饰艺术精神和都

市人文的飘零，但在不断更新的艺术家那

里，艺术群落始终是一道精神性的微光。

［本文系天府文化研究院2021年度“天府文化

研究与文创”项目《成渝双城经济圈视域下的艺术家

驻留项目协同发展研究》（TYB202113）阶段性成

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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