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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旧古家具和木质建筑残件，经过

清理、打磨，重组成一艘长约27米的

“船”；不同的色彩刷上墙，层层覆盖，层

层凿刻，再现岭南历史与现在的人和事。

这是艺术家向阳在南海大地艺术

节上创作的两件作品《海洋漫步》《进化

中的尘埃》，分别位于西樵的听音湖畔

和儒溪村。

造船“出海”
幼时的向阳曾不得已离家乘船寻

找父亲，记忆中的情感一直在脑海里

回响，也让他对“船”有特殊的寄托，是

持续性的进发和追求，也寓意内心对

彼岸的思考。“虽然不知道彼岸在哪

儿，但是有船，就一定能抵达彼岸。”这

样的理念激发了他创作《海洋漫步》的

灵感。

“江山衍派，源流往来”是南海大地

艺术节的关键词。在岭南水乡南海，向

阳的灵感得到了充分激发。看得见的是

有形的水，看不见的“心中之水”是什么？

或许，像南海会馆。千百年来，南

海人以“联络乡情、敦睦桑梓”的南海会

馆为据点，开启了向洋而兴、对话世界

的壮阔旅程，书写了“敢为天下先”的传

奇史诗，解答了南海何以为岭南，岭南

何以向世界的疑问。

这艘“船”，化用了南海龙舟的文化

特征，并借用“出海”的寓意，表达一种

时刻准备出发、不断探索的进取精神，

一种对未来城乡生活的向往，一种对

“敢为人先”精神文化的极致追求。这

与南海当下启动“水上南海”发展计划，

以水为脉，让文化成为城市发展新引

擎，持续焕发千年文脉的时代新活力的

思路不谋而合。

向阳正在筹备一个“环球航海”计

划，一条载着艺术作品的大船，从南海

出发，沿海岸航行，每到一地就举行艺

术品展览，船上有表演节目，如舞狮、武

术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艺术无国界，这是弘扬文化自信的

一种特别好的表达。”向阳说，艺术家要

做沟通的桥梁，思考地方文化的特征，传

播面向世界的传统文化，用文化去交流，

让文化“走出去”，通过深入了解，赢得彼

此尊重，形成有效的文化对话。

凿刻“记忆”
“看，这是我！”一处经改造的旧屋，

墙面上一幅双人划船小像。向阳的助

理说，这是那天采风时的场景，向阳将

它放进了作品。

对向阳而言，墙体就是一种记忆的

载体，生活的痕迹附着其间，用不同颜

色的涂料打底，再慢慢凿刻出色彩层次

丰富、生动有趣的小像，剥离下来的墙

灰被集纳到一个个透明袋子里，贴在小

像下方。昨天是今天的历史，记忆变成

了尘埃，仿佛真实可感。

这是向阳在南海大地艺术节的另

一件作品《进化中的尘埃》。“我们走访

儒溪村，感受最深的是‘水’无处不在，

所以想表达与桑园围生产生活相关的

景象，希望艺术作品能呈现一种场景感

和动感。”向阳说，在《进化中的尘埃》作

品里，我们能看到各种与水有关的画

面，比如划龙舟、钓鱼等，“处处无水，处

处是水”，近看是一个场景，远一点看就

能感受到画面和故事的动感。

驻村一个多月的所见所感，成了向

阳的创作灵感。比如一位老奶奶，每天都

会推着小板车经过，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一对夫妻带着小孙女来看他们创作……

这些都成了“素材”被向阳刻在墙上。

在一次采风中，向阳看了粤剧表

演，由此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这组人

物是村里粤剧社排练节目的场景，盖上

一个实体簸箕，周围凿刻出围观的村

民，形成虚实结合的效应，非常有趣，参

观者会很想打开看看。”

把传统文化和村民生活的经历保留

下来，让其成为当地人文自然的一部分，

这就是大地艺术节对于乡村建设的价值

所在，也是《进化中的尘埃》意义所在。

文/珠江时报记者程虹郑慧苗

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钟

11月，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开幕。

在西樵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成熟的稻

穗倒映在湖面上，艺术家、中国美术学

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教授沈烈毅的

作品《鱼跃鸢飞》是独特而和谐的存在。

灵感来自桑基鱼塘
风乍起，枝繁叶茂的大榕树犹如波

浪，托起一条巨大的“金属鱼”。树下，

游客坐上跷跷板，一阵欢声笑语，旁观

的游客惊奇地发现，随着跷跷板的起

落，“金属鱼”的鱼眼、鱼鳍、鱼鳞、鱼尾

都在摆动。

“我们觉得很有趣，坐跷跷板的人

看不到鱼动，但是远处的人就能看到。”

村民说。

这是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

公共艺术学院沈烈毅教授从南海桑基

鱼塘里汲取灵感创作的作品。

在南海采风期间，沈烈毅看到了珠

三角地区最早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桑基鱼塘。在塘基附近种植桑树，

桑叶养蚕，蚕沙、蚕蛹等作鱼饵料，塘泥

作为桑树肥料，形成塘基种桑，桑叶养

蚕，蚕蛹喂鱼，塘泥肥桑的生产链条，达

到鱼蚕兼收的效果。

鱼与树、树与塘、塘与鱼，这巧妙循

环而又和谐共生的关系深深吸引着沈

烈毅，他想通过艺术作品展示这种关

系，是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有别于

“人定胜天”。

但如何呈现呢？他想了很久，“当

时，我想做一个像游乐场一样的装置，

大家可以在这里游玩，这个装置要结合

桑基鱼塘农业文化特色来设定。”沈烈

毅说，渔耕粤韵里的大榕树激发了他

的灵感，“榕树的生命力非常强，它就像

一朵浪花”。

“如果在上面放一条鱼呢？”一个奇

思妙想逐渐浮出水面。

于是，沈烈毅选择在榕树上“长”出

一条鱼。用不锈钢制作鱼鳞，用一根根

钢针顶出立体形状，支撑鱼的材料也没

有一“直”到底，而是弯曲成榕树根须落

入土地，有些“自然生长”的感觉。

较强的参与性是沈烈毅创作作品强

调的特性，结合自己《跷跷板》系列的思

路，他把“跷跷板”与“金属鱼”结合起来，

让艺术品与游客形成一种有效互动。

用作品吸引游客
在创作中，一些细节不断调整，也

不断激发出他对作品新的思考。

比如，最开始设定一个跷跷板，到

后面三个跷跷板，体现了一种统筹和集

体的能力；又比如，在跷跷板上玩的人，

看不到鱼“动”，但是旁观者却能看到，

这里面的关系细细品味有些“微妙”。

甚至在作品完成后，他想到了自己

以前一直很想做的“缘木求鱼”，居然也

为当时的灵感找到了新的契合点。

“缘木求鱼和桑基鱼塘看似是两个

不同主题，但说的是一个道理。缘木求

鱼说树上抓不到鱼，但桑基鱼塘恰恰就

是利用树与蚕与塘的联系，告诉我们树

与鱼有关系。看似荒诞不可能，但大自

然有时就是这样循环着，我们必须保持

对自然的敬畏。”沈烈毅说。

南海大地艺术节开幕后，不少游客

都被《鱼跃鸢飞》吸引，置身其中，无需过

多解释，他们会慢慢回味，跷跷板与鱼的

关系，就像桑基鱼塘里鱼与树、树与塘、

塘与鱼的关系，互相交织，和谐共存。

抛开说教，他更希望，艺术作品能

吸引游客过来，用艺术的语言“潜移默

化”地引导游客回味“渔耕粤韵”，慢慢

地，他们就能把本土一些好的文化传播

出去，“希望以后人们会说，我们到有一

条‘大鱼’的地方玩，或者说，我们去一

个‘树上长鱼’的地方玩，这就够了”。

文/珠江时报记者程虹何泳谊

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钟

当“房间”与“盲盒”碰撞，儒溪村

青石砖铺就的小巷里，突然多出一抹

亮丽的色彩。这是“M的房间”创始

人策展人米诺为南海大地艺术节打造

的“艺术盲盒魔法屋”。

这间“艺术盲盒魔法屋”是“M的

房间·艺术盲盒计划”的一部分，该计

划始于2021年，概念来自市面上流行

的盲盒商品。“一次收到朋友送的盲

盒，觉得很有趣，就想把这个应用到艺

术行业。”米诺灵光一闪，引起了艺术

家朋友们的兴趣。

她统一订制相同尺寸的木盒，邀

请艺术家以木盒为空间、媒介或材料，

来完成独立的艺术创作。本次南海大

地艺术节，米诺带来38位艺术家的

150件艺术盲盒作品。

走进这间魔法屋，第一眼看见的

是门堂左侧墙面呈现出山水体态的拉

丝网，无处不在的飞鸟元素，为整个空

间增加了一些灵动。灶台上面，摆满

了几十年前用过的瓷碗。经过时间的

洗涤，它们泛出岁月之美。

“这是一个放大版的盲盒。”在米

诺的带领下，记者走过一个狭窄的楼

梯，杂物间被特邀艺术家申展改造为

个人项目《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

墙面的水波纹、交织的银线，使整个空

间变得魔幻。村民丢弃的瓮，被放置

在老屋的二楼做了旋转展台，艺术与

老物件有了动与静的结合。

初到南海，米诺的第一感觉是

“湿润”。这种湿润不仅是指空气中含

水量高，也是文化领域的“湿润”。“无

论是村子里随处可见的墙画、村民家

精致的木雕，还是仍在使用的祠堂，都

让我感受到南海厚重的文化气息。”这

种被文化浸润的生活，也吸引米诺计

划再次与南海产生“火花”。

11月14日，米诺在朋友圈转发了

一篇文章《M房间的黑桥时代就此结

束了……》。位于北京黑桥的“M的房

间”已经撤场。谈及下一步规划，米诺

表示，有可能开启“M的房间”南海时

代，“例如在儒溪村设置一个‘M的房

间’，邀请艺术家来进行驻地创作”。

文/珠江时报记者郑慧苗

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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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谧空间内，一轮红日浮现在水

面之上，这是南海大地艺术节作品《西

樵禅钟》的醉人场景，也是艺术家朱哲

琴对儒溪的“心动”瞬间。

朱哲琴生于广东，曾发行专辑《阿

姐鼓》，近年旅居北美，此番来到儒溪

村经过了长途的飞行、隔离。尽管长

途跋涉，但一走进村里看到宁静的水

乡之景，她觉得所有疲惫都被抚平了。

儒溪村以水为生，“水”在朱哲琴

的创作中是重要元素，她觉得自己和

儒溪村特别有缘分。来到村里的第一

天她就坐船沿着桑园围水脉去感受儒

溪村的水乡文化，最让她震撼的是桑

基鱼塘，她说：“黄昏下，当鱼料抛向鱼

塘，成千上万的鱼跃出水面的那个时

刻，真的太震撼了。”

她决定把在儒溪看到的这些色彩

融入艺术项目，和团队一起做个“不一

样的、新的艺术项目”，最后呈现出一

个有太阳、月亮和色彩的《西樵禅

钟》。以往同类声音作品里面，她都是

用水的反射呈现自然灰透明灰，从来

没用过颜色。

《西樵禅钟》是声音互动艺术装置

作品。光照磬台，击磬则会呈现水纹，

无形的声音变“有形”。“每个人既是现

场的观众，也是现场的主角。”朱哲琴

说，她希望观者独自走上磬台，凝神击

磬，静心在这座有800年历史的水脉

之乡，听见自己并发现自己的内心及

所凝聚的能量。

朱哲琴搜集儒溪村桑基鱼塘民居

生态的声音碎片，重新剪辑编辑，将一

日十二时辰浓缩在十二分钟循环往

复，让观者通过富有仪式感的行为获

得“听”与“见”的回应。并以常用的

“水槽”形象呼应在地的桑基鱼塘形

式。

作品刚完成陈设时，她很忐忑。

一天，几位刚干完农活的阿姨听闻这

里能看见日升月落，也慕名而来。随

着作品声音不断循环，一轮红日显现，

阿姨们同时惊呼，慢慢沉浸其中。

“看着村民从满腹疑问到被作品

吸引，我受到了鼓励。”朱哲琴实现了

自己的设想，她用声、光、水，创造了一

种属于即时当下的“唯一”场域，让人

蓦然听见自己内心的力量，获得祥和

与笃定。

文/珠江时报记者郑慧苗

图/珠江时报记者钟梓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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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大家来
“树上长鱼”的地方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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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对儒溪的

“心动”融入作品

艺术家朱哲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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