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作者以 2020 年“生态艺术季”的一系列艺

术季活动及各个版块的主题展、外围展参展作品为例，

总结了作品的以下的特征：艺术介入到社会，生态与

美学如何成为好命题；生态材料的应用，思考物的属

性语言及生态关系；通过对生活材料的再塑造，展现

出了艺术家从不同的维度对于生态美学、生态艺术的

理解；开放、多元化的观念表达的艺术现场；媒材的

应用表达了可塑可雕的形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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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面对材料的时候艺术该怎么去做
When We are Confronted with Materials, What Should Art Do

申晓南  Shen Xiaonan

Abstract:  Taking a series of art season activities, the thematic exhibitions in various 

parts and works in external exhibitions of the “Ecological Art Season” in 2020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works: how to make ecology and 

aesthetics a good topic when art intervenes in the society;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materials, thinking about the language attributes and ecological relations of things;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ving materials, it shows artists’ understanding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ecological art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the open and diversified concept expression of 

the art scene; the application of media materials expresses the shapable form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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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以“生态”的概念进行的一系列艺

术季活动及各个版块的主题展、外围展，集

中地诠释了“生态艺术”的概念以及艺术的

生态性发展，展览提出了一个命题和问题，

引发了许多值得讨论的话题，作品呈现多元

的状态，形成了以下的特征：一是艺术介入

到社会，生态与美学如何成为好命题；二是

生态材料的应用，让我们亲近自然之物，思

考物的属性语言及生态关系；三是通过对生

活材料的再塑造，展现出了艺术家从不同的

维度对于生态美学、生态艺术的理解；四是形

成开放、多元化的观念表达的艺术现场；五

是媒材的应用表达了可塑可雕的形态语言。

一、艺术介入到社会，生态与美学如何成为

好命题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石油是不可或缺的

资源。当它带动着现代化机器走向更深更远

的领域时，石油的大面积泄漏带给自然的是

几十年都无法恢复原状的生态问题，从而形

成大片黑色荒漠。胡晓林的作品《新秀石疏

林图》是对生态海洋的思考，利用沥青制作

出原油污染的现场，呈现的就是石油泄漏后

覆盖的大自然，探讨以自然为代价的人类生

产生活是否是合理的。

李树淡的作品《春天里》是以 2020 年

疫情下的社会现象，对当下社会的思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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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疫情期间自己和朋友用过的废弃口罩，

通过解构材料和重新编制的方式进行制作，

呈现出冰冷而又异样的蓝白海洋花，制作出

一个“春天”。

二、生态材料的应用，让我们亲近自然之物，

思考物的属性语言及生态关系

程曦的作品《植入》从自然生态出发，

将废弃钢管、铁丝网卷的负空间中置入土壤

和植物种子，使其自然生长。从视觉上看，

铁管内外营造出一种对抗的张力，并于触觉

中形成坚硬与柔软两种极端的感受。作品意

图营造动态生命在“静止”环境中短暂呼吸

成长的过程，直到其走到人为设置的成长最

大极限后枯萎。

齐雁飞的《家园》以澳洲森林大火为出

发点，以自然界的木材为原料，借用碳化处

理，塑造狼与羊的动物形象，模拟丛林食物

链，暗喻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

工业、科技发展使人的欲望得到极大满

足，同时在这个进程中人对自然的无尽索取、

过度开发致使环境恶化，灾害频发，作品尝

试讨论野生动物、大自然与人类生命关联性

等生态意识问题，思考如何实现“以人为尺

度”到“以万物为尺度”的转变。

三、通过对生活材料的再塑造，艺术家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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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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维度对于生态美学、生态艺术的理解

申子叶的作品《天使印记》是对疫情中

女性医护人员的内心表达与赞美，对于医护

人员而言，他们平日戴的口罩、手套等防护

用品就是他们的首饰，从材料（医用材料）

出发与她们自身发生关系。艺术家选择以勒

痕为素材，将医护人员身上的印记提炼、转

化，呈现出一种唯美而又伤感的感觉。

江城的作品《子非鱼·共存》运用地笼

这一现成材料，强化人类介入和食物链的关

系。以河流里的漂浮塑料为媒介，通过高温

塑造鱼、虾等形象载体，最后保留和运用塑

料这一人类化工品的鲜艳色彩，一是为了凸

显海洋生物的鲜活与美丽，二是大自然中这

些美丽色彩本就时刻暗示着死亡和危险（如

毒蛇、毒蜘蛛、有毒花草等），营造出一种

美丽而充满悲凉感的诗意空间。

李玉珠和林静小美的作品《魔方大厦》

灵感来源于动画片《魔方大厦》，作者利用

生活和学习中产生的垃圾、废料，在画框上

进行创作，处理出各种肌理与形状。在创作

的过程中尽量不额外购买材料，将这些自由

获取的垃圾拼贴、解构、重组，通过再利用

的方式在作品中内部消化，同时运用色彩的

组合表达社会、自然、生态等多重关系。最

终通过材料再塑造构架而成的大厦体现了生

态共生。

王展朔的《瘾以为药》是用烟头、胶囊、

树脂制作而成的，想表达一种人体生态系统。

人的行为也如同药物一样，药能医人亦能害

人，其中利弊，全在个人的把控。艺术家以

日常现成品和药用胶囊为媒介，表现形形色

的“瘾”，以此表达一种个体的生态循环。

徐有鹏的作品《光的印记》最主要的材

料是易拉罐，灵感来自对环境保护的应对措

施：垃圾分类。艺术家利用新式易拉罐的开

口和再塑造，将易拉罐的表面呈现出不同状

态的表情。这些拟人的易拉罐或兴奋、或反

抗、或悲伤、或释然……诉说着当今社会对

环境保护的态度。

四、形成开放，多元化观念表达与艺术现场

废弃物是在当下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已

经失去实用价值的物质 , 每种废弃物都曾有

过光鲜的过去 , 是由人类生产创造的 , 它们

曾是商品 , 或是科技的结晶。废弃物在人类

社会文化中蕴含着象征、情感、现实的意义。

废弃物作为一类寻常物并不具备自然美，将

废弃物的现成品用作一种创作材料，进行重

新塑封包装，在消费的意识下产生对环保的

思考。赵金成的作品《“金成超市”》营造

出一种超市售卖的场景，通过现场互动售卖，

探讨三个问题：垃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

它要到哪儿去？

丁雪微的作品《2% 新循环日记》整体

思路围绕两个字——“循环”。装置结构里

与新形象出现的生活电器进行互动，并发现

小单元是如何循环的乐趣。生态系统就像个

流动的莫比乌斯环，可以不断生长与循环，

循环本身就是无穷尽的。在整个生态系统中，

垃圾也在不断地被循环利用，重新分解成新

的物品。

张达州、马恒楷、俞李庆、曾雨萌、黄

飞燕合作的作品《生生不息》阐述的是农村、

竹编、废弃的椅子、被淘汰的农具、留守的

老人、上了年纪的竹编匠人，以及镇上唯一

的聋哑人——伍师傅。这些民间艺人都具有

某种契合的特质，那就是已经废弃或即将被

淘汰。如果不寻求某种突破以获得蜕变，那

必将被这个社会所摒弃。对旧农具和生活用

具进行加工，通过竹编的形式，在旧器具的

基础上造型，除了物还有人！艺术家们试着

把新的观念带给竹编师傅和村民，把器物雕

塑的理念带到农村建设中去。竹编师傅用他

们长期对竹编器具生活化实用性的意识和他

们雕塑化的意识合理地切入当地。这两种意

识的碰撞，不断生长，交融为一个整体。

五、媒材的应用表达了可塑可雕的形态语言

陈琪的作品《博古》利用多种电子机械

垃圾、塑料垃圾安置在博古架上，使这些金

属废弃材料的历史感、见证感、痕迹感有了

新的意义，与此同时以机械动态和灯光的处

理赋予垃圾生态感。从材料本身的功能特性、

物质特性、记忆特性去探讨废弃材料背后的

社会意义，以此引起观看者对废弃物与生态

环境的思考。

王然的作品《未分类》在电子屏上打字

出各种垃圾的名称，并将其在屏幕中揉成一

团，散落下来。艺术家用 3D 打印出像纸团

一样的白色块物扔在地上，再通过投影将文

字在电子屏上揉捏垃圾的过程中循环播放。

周通的作品《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

散》利用二维码材料，探讨信息时代人类活

动从现实场所迁移到虚拟空间的现象。作品

将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白天和黑夜的

界限打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人类沉湎于过度简洁与粗暴的陷阱，从而失

去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是一种浮士德式的

悲剧。人类的发展将一块荒漠转变成了一个

欣欣向荣的物质和社会空间，但这同时也在

发展者自身内部，再创造了一个荒漠。“屏

间社会”就像浮士德未完成的工地，生气勃

勃但也摇摇晃晃，在这之上我们必须保持警

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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