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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纯粹的湾区人，我老家在湾区，成

长、工作也在湾区。

近年，我常常回祖籍地惠阳市大亚湾

观海品潮。老家是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

的地方，这与家乡人们拥有勇立潮头、敢于

创新之气质有关。我对湾区题材的创作一

直感兴趣，除了釆风，还每天读报收集资料

信息。无论是老家的海岸，多次游走过的

珠三角，还是珠江流域的山水都是那样的

熟悉与亲切。我热爱湾区每一处的海岸、

水乡、田园、城市、厂房、山村。我怀念昔日

珠三角的桑基鱼塘与榕林古村，也赞赏今

天的建设成就与人居新貌。湾区的历史与

现状同样值得我们去品读与表现。

近期我邀约张仓健、陈灼恺、郭林吉、

胡新宇、王楠沂等几位青年画友，接受关于

粤港澳大湾区题材的山水画长卷创作任

务。这也许是美术界关于全景式大湾区主

题美术创作探索的先例。

我们认为，要表现出11市（区）在湾区

中的整体与个性特点，不可用地图式的图

解方式，只有现实与浪漫相结合的当代艺

术表现方式才能艺术地展现出湾区的独特

风貌。我们都有曾在湾区城乡釆风与写生

的经历，也一直对湾区题材的创作深感兴

趣并一直收集素材和构思。

《湾区颂》长卷动笔创作前，我们曾多

次进行过集体构思与讨论。在色彩上，我

们拟用春天的色彩，诗意化地表现了绿美

岭南的生态之美和大湾区城市化的蓬勃气

象。通过对比生态与建设、人文与自然、历

史与今天的特点，将大湾区的传统与现代

时空并置于此幅长卷之中。画中融汇了山

川湖海、田园林木的自然景观和城市高楼

大厦的繁华，以及港囗、路桥、厂房、商贸、

海洋开发等新景象，并以此来展现粤港澳

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为了将以上元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我们采用现代构成的方法，通过融合具有

岭南特点的色彩和笔墨绘制此幅长卷，试

图让观者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生机与活力、

璀璨与辉煌见证大湾区的独特魅力。

我们同是在大湾区中成长起来的画

家，此次创作也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深深的

热爱之情的诠释，也充满了我们对大湾区

发展的美好憧憬。

自“美丽乡村”建设以来，艺术乡建在

乡村文化振兴，助力乡村传统经济结构转

型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和成果。然而，面

对乡建中的多重挑战，策略显得尤为关键，

这包括跨界跨学科的整体布局、以共创为

核心的决策模式、以共富为目标的实施策

略。这些策略为当代公共雕塑项目延续乡

土在地的文脉以重塑场所独特性、提升文

化体验感、优化环境生态、促进城乡文化深

度对话和跨文化艺术交流方面提供了新的

视角和价值，成为艺术乡建中不可或缺的

力量。置身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为乡建

中的公共雕塑项目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课

题，有待更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从

而为和美乡村建设探索新的路径。

近年来，绘画、雕塑、设计、音乐等艺术

形式有机联动乡建，如“许村计划”、“青田

范式”、“碧山乡建”、“松阳乡建”、“梓桐艺

术小镇”和“千岛湖雕塑园”等多个艺术和

文化活动及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优秀

传统文化的深层重构、场所在地性重塑、乡

村有效营销，带动了具有艺术文化属性的

旅游项目，为乡村经济转型和振兴提供了

动力。但，乡村依然面临因青年劳动力转

移就业，留守老人和儿童数量递增造成的

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化，继而导致农村生产

面临严峻挑战，深化了空间空置和文化空

心现象，影响了乡村的健康发展。为有效

改变这一现状，艺术在乡建的整体布局中

赋能乡村文化建设，借助客观形态的文化

资本塑造乡村精神风貌，创造多重联动及

差异化的、因地制宜的旅游资源、释放多元

的非物质性消费，进而回应乡建中社会价

值、美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振兴

和发展的需求。其中当代公共雕塑项目因

其开放性、过程性、包容性和公共参与互动

性特征，成为推动文化传播、展现文化面貌

的媒介，为乡村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源动力。

公共雕塑，从构词法的角度，由“公共”

和“雕塑”两个词组成。“公共性”指向公共

空间，走向更为广泛的未经筛选的受众，对

不同受众的可达性和包容性。雕塑，顾名

思义，包括雕和塑两种身体动作。雕通过

凿、打、琢、雕、刻技法减少物质形态塑形；

塑则通过堆积累加完成形态的构建。雕塑

家通过木材、石材、金属、合成或再生等坚

硬材料，对空间、形态和质感深入探索的三

维物质客体物。公共雕塑作品作为跨学

科、跨领域的综合艺术形式，不仅仅是艺术

创作的展示，更需从艺术、社会文化、公共

生活、政治和经济维度展开对话。公共雕

塑的项目化是从艺术家为主体的单一艺术

作品创作转向跨学科团队，如艺术家、设计

师、社区成员等共同参与协作的整体项目

的计划、组织、实施、监管和控制的过程。

公共雕塑项目关注观众沉浸式通感体验中

的情感和思考或反思，由艺术家为主体转

向以观众为中心的接受美学和体验性美学

的总体感知。由此，其依托特定场域，其再

生力不仅在物质层面，更在精神层面、文化

层面、生态层面和经济层面产生了深远影

响，表现为：延续乡土在地的文脉以重塑场

所独特性、提升文化体验感、优化环境生

态、促进城乡文化深度对话和跨文化艺术

交流等。为有效发挥公共雕塑项目的再生

力，需采用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整体规划，

以共创为核心的决策模式，共富为目标的

实施策略，通过艺术活动或事件的介入赋

能艺术乡建。

公共雕塑项目应深植于乡村历史、地

理环境、场所、民风民俗等特定场域的文化

资本和特性，以强化“地方感”。作为可视

可触的艺术项目在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的同时，有助于重塑个体和集体记忆，构

建身份认同，增强对本土文化的深入了解

和尊重，也是乡村美育和促进跨代文化交

流的重要场所。此外，项目提供了文化外

延和创新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延续乡土

在地的文脉以重塑场所独特性的过程，并

非单方面的追溯和保存历史记忆，更重要

的是艺术活力的注入，为大众多元的非物

质文化消费奠定基础。

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竹源乡于 2015
年启动拯救老屋计划、2018年启动百名艺

术家入住松阳计划，同年，竹源乡后畲村艺

术村建设并创办后畲村-中国松阳后舍美

术馆，2019 年松阳后畲艺术村“首届中国

松阳春季艺术展”开幕，2021 年链接各传

统村落片区，启动打造松阳国家传统村落

公园。这些特定场域性的项目，集国内外

艺术家、人类学家、设计师、高校青年人才

和企业家，根植于乡土的人文生态、汲取乡

土智慧，力图探索农业文明、信息文明、生

态文明共时态的艺术乡建“融”模式。

就提升文化体验感方面，通过将乡村

公共雕塑项目的展示空间延伸至日常活动

空间，如田野、村道等地，项目本身不再是

被赏对象和美化装饰功能，而成为日常景

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空间策略的运

用，将日常生活环境纳入具有审美价值和

社会价值的场所，塑造乡村的文化场域，进

而模糊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促进了村民对

艺术潜移默化的理解与接纳以及美育的潜

在浸润。

生态美学与可持续性是当代公共艺

术，特别是公共雕塑项目的重要考量，秉持

项目规划设计的生态原则、关注创作媒材

的环保性、重视环境教育以及长期维护计

划等。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空间性不仅是社会结构和

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再生产工具。这意味

着公共雕塑项目并非被动地存在于物理环

境中，而是与所处的生态环境相融相协调，

形成动态的互动过程，成为乡村生态和文

化构造的积极力量。

促进城乡对话和国际跨文化艺术交

流是实现文化共荣的关键，搭建文化互动、

文化差异互补平台，促进艺术和文化信息

互流互通。利用交互数字艺术创建互享的

虚拟文化体验空间，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分析城乡居民的文化需求和偏好以设计

更具针对性和创新性的公共雕塑项目。另

外，可利用乡村文化资本，即有形的文化遗

产如传统古建、历史遗迹、传统手工艺品

等，及无形的文化元素如风俗习惯、传统技

艺等，深挖其独特性，通过艺术节或城乡创

意产业合作等方式，引入专业的艺术管理

机制，促进乡村文化资本的现代化转型，实

现乡村形象营销和城乡经济共赢的双重

目标。

2023年11月，“这座城艺无界——中法

联袂·千岛艺术之城品牌发布会暨全球艺术

家驻留计划”项目，以“爱情之城·艺术之城·
全球旅居·公共空间”为基调在浙江淳安启

动，构成了一个多元、开放、充满活力的乡村

发展模式。中国美院教授单增谈及“千岛艺

术之城如何成为艺术文化发展的新高地”

时，提出“综合艺术规划是关键、专业管理以

确保质量、建立艺术教育和基金、引入国际

经验、联动艺术资源”多维的、国际化的艺术

乡建发展策略，以回应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乡

村振兴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因此，当代公共雕塑项目携手文化创

意产业和旅游产业，基于特定场域创造在

地的艺术景观，其作为跨界、跨学科的艺术

形式与地方再造结合，在振兴乡村经济和

重建城乡文化共同体及文化多样性展现出

巨大的潜力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未来已至，智能化时代的公共雕塑项目

规划和实施应更加重视科技的融入，突破物

质形态的界限，与科技建立深度链接，增强

多感官体验的维度、深化社会参与和文化共

生，连接传统与当代、自然与科学、本土与全

球，借科技力量创造更广互动和文化交流空

间为和美乡村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当代公共雕塑项目的再生力
■朴守帆 褚景霓

关于《湾区颂》创作
■黄唯理

关于《湾区颂》创作
■黄唯理

黄唯理 张仓健 陈灼恺 郭林吉 胡新宇 王楠沂

湾区颂（局部） 96.5×1586cm 中国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