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人人生态·人人公共”是新时代下人与人、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生的公共艺术内涵

追求。本文立足于“2020 年重庆生态艺术季组合展

暨第三届长江上下公共艺术行动计划”，从“仁生

态”“境生态”“物生态”三个主题版块出发，分

析在地创作中生态与公共、艺术与生态的多重关系，

并深入阐释“第三届长江上下：公共艺术行动计划”

的思想、路径与方法，进而探讨公共艺术的嬗变与

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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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公共：第三届长江上下公共艺术行动计划思想、路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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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ryone is ecological, everyone is public” is the public art connotation 

pursuit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people and people, hu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human and society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exhibition of Chongqing 

Ecological Art and the 3rd Public Art Action Plan of the Upper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three thematic parts – “kind ecology”, “environmental ecology” and 

“physical ec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ultiple relations between ecology and the public, 

art and ecology in the on-site creation, and deeply interprets the thought, path and method of  

“The 3rd Public Art Action Plan of the Upper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n discusses the change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public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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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8 年 5 月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

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党和国家

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

位置，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重要“两山”理论。生态的和谐发展是一个

永恒的命题。2020 年 11 月，在“第三次长

江经济带发展座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进一步指出了长江经济带要努力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带。

基于此，由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

院主办的“2020 年第三届长江上下公共艺

术行动计划”以“人人生态·人人公共”为

主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条自行修建的

铁路——成渝铁路的建造者们居住的铁路三

村展开。该行动计划吸引了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

院、江南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上海大学上

海美术学院、同济大学等八所高校的师生联

合参与。此次行动计划采取由本人、政府官

员和第三方机构组织者一起组成策展人团队

与“1+1+1”的联合策展模式，同时让艺术家、

院校研究生和当地的居民一起实现跨学科、

跨专业、跨领域的合作，成为艺术作品的共

创者。本次行动计划立足于从公共艺术的视

角探讨生态命题，从“物生态”“境生态”“仁

生态”三个版块视角探讨公共艺术与生态、

艺术与生态的多重关系。此次行动计划的在

地创作在策展人曾令香的指导下，运用了“超

整理”和“微观介入”的手法，对铁路三村

的人、事、物进行充分的发掘、梳理，并提

炼出它们独特的价值和个性，进而用艺术家

特有的审美和想象力联合院校研究生、当地

的居民共创和共建出许多在地性艺术作品。

一、物生态

“物生态”版块从物性与物的符号学

意义、物的所指与能指等角度出发去思考

生态的价值与意义。“物生态”版块自然地

扣合从古典主义到贫困艺术与物派等艺术生

态线索，在物及物物关联生态中探讨“民

艺·物”“器物·物”“弃物·物”“齐物·物”，

探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社群生态之间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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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联。下文以本次行动计划当中的部分在

地创作作品为例，探讨“物生态”的内涵与

外延。

1. 废物？民艺、齐物！ 

在社群生活中，有特殊价值或者日常使

用的物通常会被人们珍视，而若在时代变迁

中逐渐失去实用价值，就会被人们视作废物，

或抛弃或闲置，我们称这种现象为不太和谐

的“物生态”。和谐的“物生态”很难产生

所谓的“废物”，因为一件物品从生产出来

开始，运用不同的方法加以利用，它们自始

至终都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

《铁路三村号》意在将废旧物品重新定

义，赋予它们新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艺

术家和居民将“废物”重新利用，通过民艺

的方式，重新激活“物”该有的价值，实现

了“齐物”的目标。

1952 年建成并通车的成渝铁路是当时

川渝地区唯一一条铁路交通，也是 1949 年

以来建成的第一条铁路，是一条联系成都与

重庆及其所辐射的川西、川东地区的重要交

通干线。曾经忙碌在这条铁路上的重庆机务

段职工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情，共建了这

段历史，铁路也永久凝聚着这些职工的记忆

与情感。

作品《铁路三村号》就是对铁路三村历

史、空间与物的“超整理”，它选取机车车

头的车轮组件作为主要表现形象，使用解构

主义的思维与手法，将当下铁路三村职工社

区居民废弃的日常生活用具，转化为标志性

的蒸汽机车形象。这是在当代语境下历史生

态表述的一种用心尝试——用当下生活的物

件去重构曾经的铁路记忆，创造社群居民曾

亲历的火车工业历史，留存时代与工作生活

的记忆；这是用物质承载历史，寓意对时代

的怀恋，亦是当下生活与历史、与未来的对

话。

2. 器物与礼物

“物生态”除了具有上述“变废为宝”

的特征，还能将生活中一件常见的或者不起

眼的物件变成极具特殊意义的东西，化腐朽

为神奇。

作品《那个年代，那个爱情》的素材

取自铁路司机蔡廷邦和赖小姐的真实爱情故

事。许多年前，两人初次约会时要保持着一

丈多的安全距离，蔡先生拿出自己的贴身手

帕为赖小姐铺在石板上，这个举动一下子感

动了女方，后来两人终成眷属，在铁路这个

大家庭里生儿育女，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传诵

至今的爱情佳话。

这件作品令人感佩之余又极具教育意

义。它让人们见证了爱情里的“尊重”与“克

制”，这是那代铁路人的品质：他们纯粹而

不造作，热烈而不轻浮，给予却不在乎回报，

尊重他人并无私奉献。作品中的手绢从普通

的日常用品变成最特别的定情信物，实现了

器物与礼物的转化。同时延展为整个社区特

有的纪念，成为了铁路三村共同的社区精神

和价值的沉淀。

《那个年代，那个爱情》只是在石板上

进行了轻微的点缀，没有对整体环境进行过

度的介入，在原汁原味的环境中讲述着发生

在几十年前的温馨爱情故事，体现了公共艺

术的参与性理念与功能兼顾的特征，丰富了

广场空间的使用功能。

二、境生态

“境生态”版块着眼于从社区情境与

现场环境出发去审视社群的场域生态与实

践社群环境的美化，在关系美学和情境美学

中探讨社区环境的营造与提升，探讨“家

园·境”“景观·境”“记忆·境”及其融合。

本次在地创作中的《蓝色花园》《三村万

花筒》《最好的时代》就很好地诠释了家园、

景观、记忆的生态内涵。

1. 家园

“境生态”中的家园是社群存在的基础，

正是有了美丽的家园，社群的每个个体才得

到了内心的归属。因此，家园是个体的港湾，

它承载了人文生态的基础。这次公共艺术行

动计划中的作品《蓝色花园》很好地展现出

了“境生态”中的家园理念。该作品用当代

艺术家大卫霍·克尼作品中鲜艳的色彩为“铁

路三村”的居民们实现了一个棚下的微更新，

营造了一个得以寄托情感的家园唯美“境生

态”。

2. 景观

“境生态”是社群环境的营造、美化与

提升，能够形成一道道别致的景观 , 《三村

万花筒》就是其中的典型作品。

黄桷树扎根于“铁路三村”社区，见证

了“铁路三村”的历史和文化变迁，同时也

见证了“铁路三村”居民日常丰富多彩的社

区生活，而“铁路三村”也如黄桷树一样扎

根于九龙半岛的这片土地之上，见证了重庆

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迁，因此《三村万花筒》

的作者选择了灰暗的梯坎灰空间黄桷树根倾

泻的墙面，用丰富多彩的色彩开启了黄桷树

根的新力量，活化了场域，并实现了日常灰

暗空间的景观重塑。并表征“铁路三村”、

九龙半岛以及重庆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与

社会生态是“境生态”对于自然生态和人文

生态融合的完美演绎。

3. 记忆

在关系美学和情境美学中，真正的美不

仅要能够实现观者“眼前一亮”的视觉冲击

效果，更重要的是能让这种现实视觉冲击持

久、永恒，形成“记忆·境”。作品《最好

的时代》就巧妙地实现了这种“记忆·境”

的效果。

这件作品通过线性构成和块面关系来表

现铁路三村人的故事，显现他们具有代表性、

典型性的人生经历，折射在历史的大转型期

普通中国人的时代命运与担当，再现铁路三

村的历史记忆。《最好的时代》美，美在它

带领观者领略了铁路三村的前世今生，带领

观者缅怀了特殊的历史记忆。

三、仁生态

“仁生态”版块即“人人生态”，或称

“社群生态”，强调从社会学、伦理学及文

化学的角度去探讨种群生态的人文传统与精

神价值的共识性与共建性，以及良性的公共

关系。该版块探讨“非遗活化·仁”“社群

凝聚·仁”“社会介入·仁”“社会美育·仁”。

“仁生态”是一种关于生态的东方价值思考。

1. 非遗活化与社群凝聚

“仁生态”强调非遗活化与社群凝聚。

社群个体保持活力，个体与个体之间保持聚

合性，是人与人之间重要的生态关系。

作品《草生民间》关注公众性与在地性

的诉求，作者运用传统中草药铺原理以及中

国五行的传统知识，并以传统中草药铺为空

间原型，从生态性出发，将之前用来放置清

洁用具的绿皮屋，艺术地改造成了铁路三村

社群共建共享的“百草堂”。作品用废旧的

塑料瓶作为种植容器，充分利用社区现有的

中草药资源，调动居民共同参与草药种植的

社区微更新活动。这个可持续发展的社区“中

药铺”焕发了勃勃生机，激励公众重新审视

社区现有的公共资源，各个居民认领各自的

种植器成为社区草药守护人，从而成就了后

期运行与维护机制。作品创作过程中大家将

草药相互分享，促进了社区邻里交流与和谐

美好社区的共同创建。

2. 社会介入与社会美育

“仁生态”是人与人之间的美学生态，

人们在融入这一生态之时，介入人与人之间

问题的思考，也在这个生态中影响和被影响

着。这就“仁生态”所强调的社会介入与社

会美育。

在作品《楼道美术馆》中，作者们收集

了铁路三村一栋居民楼的废弃日常物进行创

意设计，再根据楼道地形进行安置，同时结

合下午四点的阳光、居民访谈语录等素材，

在居民楼楼道内创造了特别的“美术馆”。

该作品通过楼道空间来呈现物的故事和记

忆，并用“时光”来延续与传递铁路三村的

和谐邻里关系，让居民重新发现创造日常生

活的美感。同时“楼道美术馆”成为了一个

能够发现和发展这栋楼居民之间关系续存的

一种温度计和表现。通过社会介入加强了社

群凝聚的和谐属性，实现了社会美育。

《楼道美术馆》体现了“1+1+1”的公

共艺术逻辑，即策展方提供平台，艺术家与

居民进行共创，“楼道”的居民对“美术馆”

进行共享维护，三者完美组合，是“人人生

态与人人公共”的集中体现。

结语

本人与川美教师曾途、张朤，铁路三

村书记邓杰、第三方机构代表邵丽桦共同策

划的“2020 年重庆生态艺术季组合展暨第

三届长江上下公共艺术行动计划”，向人们

展示了生态话题与公共艺术结合的魅力，这

些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变废为宝”“历史重

现”“爱情演绎”。艺术家们对素材进行“超

整理”“轻设计”，遵循“1+1+1”的公共

艺术方法，诠释了铁路三村的“人人生态·人

人公共”。

如果将生态的话题转向为个体、族群的

视角，去反思现代文明和种群的融合与错位 ,

让生态文明的中国答案不止于伦理学的思

考，而是放在一种天、地、人的模型结构当

中去尝试解答，“人人生态·人人公共”似

乎成为了一个积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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