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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

魂。南海作为广府文化的重

要发源地之一，有着深厚的

历史人文底蕴。改革开放

后，产业发展一日千里，城市

建设日新月异，尤其是桂城

千灯湖片区，经过10年的发

展，在城市空间、环境营造、

产业发展和人才集聚方面都

成为城市标杆。

光有高楼大厦、湖泊公

园、便捷生活的硬件配套早

已无法满足群众对品质生活

的全部需求。近年，南海市

民对文化艺术的需求大幅攀

升。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

产业转型背景下，如何以文

化为媒，提升城市品位、吸引

人才集聚，构建“两高四新”

现代产业体系，是时代给予

南海新的课题。

“为推动‘城产人文’进

一步深度融合，我们建设南

海文化中心、南海艺术中心、

南海体育中心三大中心，推

进‘博物馆之城’建设，重点

打造环千灯湖片区、环西樵

山片区、环佛山高新区南海

园三大博物馆集群。其中环

千灯湖片区将打造成博物

馆、美术馆、艺术馆集群，形

成当代艺术与特色收藏的文

化群落。以城市文化建设引

领城市内涵式发展，让千年

古都焕发出光彩。”黎妍介

绍。

首届公共艺术展正是在

这样新时代要求下应运而

生。此次在千灯湖举行大型

公共艺术展，是城市与文化

融合、文化与时代融合的一

个有益探索。

从策展人的分量及其展

览质量即可见一斑。何桂彦

现任四川美院美术馆馆长，

近年来策划了数十个当代艺

术展，曾获得2007年中国批

评家年会提名的年度优秀策

展人。南海首届公共艺术展

由他历时半年策划，吸引了

28名国内外具有代表性和

影响力的艺术家，以千灯湖

公园为背景，从多个角度挖

掘南海本土特色文化符号，

创作27件具有当代语境、南

海元素和精神内核的大型公

共艺术作品。

“我们努力让展览能有

一些与本地历史、人文、视觉

传统发生关联的，并且因地

制宜，能与特定空间与场域

有密切联系的‘在地性’作

品，让‘在地性’艺术融入城

市，融入生活。”何桂彦说。

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勃的作

品《千灯印》就是展览“在地

性”体现的一个侧影。创作

之始，范勃到过企业工厂、千

灯湖和其他公共空间做田野

调研，并做了充分的文献调

查工作。功夫越多，他越对

南海的过去感到自豪。《千灯

印》形似巨大的印章，顶部展

示了南海改革开放以来多个

重要发展阶段的产业材料和

产品，印钮部各种材料、产品

所对应的相同材质的“材料

条”自上往下延伸，整个作品

提供一种无限上升的视觉体

验，迫切希望带领观众与这

座城市的人文精神、产业发

展来一场生动对话。

艺术的最大作用就是

“无用”之“用”。如范勃所

言，公共艺术是艺术家、民

众、城市、社区之间的“聚合

点”，理想化的公共艺术展览

可让展览所在的城市或社区

变成一个“让人反思艺术在

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地

方”，可能改变和塑造所在的

城市和社区的生态与调性。

南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局长梁惠颜此前表示，希

望在展览完毕后，能够把部

分作品留在千灯湖，让其成

为新文化地标。

让公共艺术融入都市生活
南海以公共艺术塑造城市空间的文化氛围，增强群众参与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2020年1月11日，“拓展的剧场——南海首届公共艺术展”在千灯湖活水公园开幕，此次展览由28位国内外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艺术家参与，合计带来27件
（套）艺术作品，展期持续3个月，展览的规模和级别排在业界前列。

公共艺术指的是由艺术家为某个既定的特殊公共空间所创作的作品或设计。它被认为是反映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城市思想。
以往，大型公共艺术展多选择在一线城市举办。而此次，在刚获得2019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的南海举办这样一场高规格的公共艺术展，将为城市发展带来怎样的

发展价值？昨日，艺术家们就公共艺术如何赋能城市发展展开了一场“头脑风暴”。
南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黎妍表示，此次在千灯湖举行大型公共艺术展是城市与文化融合、文化与时代融合的一个有益探索，希望以艺术的方式塑造城市空间的

文化氛围，在反映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文化形态的同时，也为城市、人文、产业、观众与艺术的生动对话搭建平台，以此增强群众参与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看！牛气冲天！”

一头以高温瓷烧制的牛从

一堆碎片中雄起，注视着林立的

高楼、川流不息的街道。这是艺

术家朱乐耕的雕塑作品《中国

牛·涅槃》，象征在新时代中国精

神的再次崛起。

“交流并不意味着都是理

解和接受，面对面的交流经常隐

藏着彼此背对不可交流的本质，

而彼此背对的不可交流也隐含

着可相互面对的可能。”

两个背向而坐的人被定

格，优雅且克制，演绎着人与世

界沟通的无限可能。几乎每位

观展者在艺术家王鲁炎《背对的

面对者》作品前，都会轻声诵读

出作品的简介。

这两件作品，都陈列在千

灯湖公园。

南海桂城千灯湖片区，黄

金地段寸土寸金。坐落于此的

千灯湖公园，以水系为核心，用

灯光做点缀，体现了水网纵横的

岭南水乡特色与传统历史风韵，

同时兼具现代都市感的设计，本

身就是一个大大的艺术品。南

海首届公共艺术展放在这里，公

共艺术作品点缀其间，与公园共

融共生，给这片地区再添一分文

化气息。

“什么是公共艺术？不同

的艺术家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普

遍的一种解释是说这是当代艺

术走出象牙塔、介入现实生活的

一种努力。”策展人何桂彦说，在

今天，公众进入美术馆看艺术还

不是一种普遍文化现象。南海

首届公共艺术展主题为“拓展的

剧场”，就是希望让更多人在一

个非常公共性的环境，或者是一

个非常自然的环境去欣赏、走

进、了解艺术。

消解艺术过去那种精英

化、高端化和仪式化，是公共艺

术家们的共同努力。“与美术馆

内具有强烈观众属性的人群不

同，公共空间的过往人群不一定

想看展，而公共艺术展将过往市

民转化为观众，增加了艺术与观

众的交流可能。”王鲁炎说，“当

大家看到这些艺术品的时候可

能是一种‘邂逅’，也可能是一种

‘遭遇’。”

所谓“邂逅”，是指观众能够

理解艺术品所要表达的东西，而

“遭遇”则相反。王鲁炎不止一

次看见市民满脸疑惑：“这作品

究竟想表达什么？”不远处，郅敏

的《二十四节气-立夏》也曾被

许多人解读为“埋头苦思的龙”

“一个用谷物做的甜甜圈”。

艺术如果不被多数人理

解，它的价值如何体现？“不被

理解的交流对象，有时比可被

理解的对象意义更大。就好比

在自然科学领域，很多新的理

论都是靠人们打破固有认知方

式，通过创造性的理解去超越，

进而推动学科的发展演变。”王

鲁炎认为，艺术是开放的，人们

面对不可理解的作品时，思考

或许更超前、更恰切，“提问与

思考，是公共艺术之于城市的

文化价值所在。一个城市，十

分需要好奇心、想象力，她为我

们打开创造大门。”

公共艺术之所以是“公共”

的，绝不仅因为它身处公共场

所，而是她把“公共”的概念作为

一种对象，针对“公共”提出或回

答问题，创造公众交互的平台，

对大众生活和人文精神带来富

有创新价值的推动，并培育公众

艺术审美和创新精神。

此次展览多件作品与公众

形成了良好的沟通。比如，佛山

市艺术创作院艺术家段俊豪面

对社会征集1650件被寄寓情

思的物件，约请广大市民共同创

作《情书》；艺术家焦兴涛的《每

个人的美术馆》，是一个邀请公

众参与的长期的“艺术计划”，用

传统美术馆的陈列方式展出经

过遴选的市民投稿作品，将艺术

品与市民故事一同呈现。

让公共艺术走进百姓生活

音乐是一座城市的声音，建筑是一座城

市的标志，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思想，艺术是一

座城市的灵魂，而公共艺术则是一座城市不

动声色的精神表达，赋予一座城市的格调与

内涵。

公共艺术与城市发展、空间生产、艺术创

造、社会资产、持续发展等命题相关，是融合艺

术创造、科技制造、人文关怀为一体的新的艺

术形态。放眼国外，公共艺术对城市发展产

生积极影响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法国巴黎埃

菲尔铁塔，被视为人类创造力和科技成就的

象征。

典型案例当属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

节。“越后妻有”译为“极地之后不可到达的地

方”，形容难以抵达。一直以来，该地区以传统

的农业耕作方式为生。然而，随着社会生产

方式的转型，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离开了土

地，人口稀少，老龄化现象严重。

如何再聚人气，推动地区产业转型？被

称为“大地艺术节之父”的国际策展大师北川

富朗于2000年发起“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

每3年举办一届，与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会走

进社区，以山村和森林为舞台，与农村里的年

长者共同创造与当地村庄、田地、空屋、废弃学

校融为一体的艺术创作。

大地艺术节的成功举办给“越后妻有”重

新注入了活力，不少作家和爱好者专程前往

“打卡”。最新一届举办于2018年，共有来自

44个国家的335组艺术家创作的378件艺

术作品（包括历届制作的206件作品）参展。

“大地艺术节的经验启示我们，优秀的公

共艺术的意义不仅仅是艺术的熏陶，更可以

实现人流和资金的集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桂城街道党工委委员江颖怡认为，从小处着

眼，公共艺术至少能为本地企业的转型升级

提供新的灵感。

譬如本届公共艺术展的参展作品《谷地

地理计划——广东南海》，便是结合3D打印

技术制作而成的。在南海，专注3D打印的企

业为数不少，专业从事3D打印的黑格科技公

司便是其中之一。在江颖怡看来，公共艺术

等艺术领域能在南海、桂城生根发芽，为黑格

科技公司及其他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提

供更多的发展可能。

“公共艺术来到南海会制造或者生产一

种新的标识性文化形态。”参展艺术家胡斌则

表示，这些星星点点的公共艺术让南海千灯

湖变得更加有趣而丰富，为南海增添了新的

光彩、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千灯湖，让人对南

海产生想象力和向心力。

探索打造公共艺术文化群落

用公共艺术
推动区域发展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蓝志中

文/珠江时报记者苏绮玲周钊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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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味浓浓的开幕式，别具一格。

■艺术家朱乐耕的雕塑作品《中国牛·涅槃》，引人沉思，催人奋进。

■主题研讨会上，艺术家就公共艺术如何赋能城市发展展开研讨。

■市民在诗情画意中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