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于细节

翁菱

与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的跨界合作，对我和我的艺术空间来说，已有相当一段历史， “不

自然”展是其中相对特殊的一次。自 2002 年上海双年展提出“都市营造”的主题，到其后

的“KM3：中国城市建筑提案展”、“间·隔”、“城市进行式·现场张江”等建筑艺术展，

直至今年推出的“山水”、“立体城市·未来中国”等绿色艺术计划，我们始终循着“中国

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条脉络，力求让当代艺术融入城市的发展进程，对社会进步起到推

动作用。年初，与富美家公司、策展人卜冰、孙田等欣然合作的“不自然”展，其实是以一

种“具体而微”的方式贴合了这条脉络。相比之下，“不自然”不求宏大叙事，它从“材料”

出发，着手于家具、庭院、一沙一石，但立意不薄——“一次关于自然生态和人文传统的全

新讨论”——这也是天安时间所长期思考的学术方向。无疑，这样兼具文化关怀与实验精神

的平台很有意义。

前日，我的一位朋友，一位在美国成功的著名企业家，援引畅销书作家 Thomas Friedman 

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体制限制了其文化创新，更难以产生影响国际的创意产业；换言之，他

看好中国的经济，却不看好中国的文化创造力。我全然不同意。在我看来，中国人依托几千

年的文化底蕴，实则拥有无穷的内在力量。而我们，恰恰幸运地赶上了一个时代。二十年来

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有目共睹，我相信在这“野蛮生长”中，当创造与反叛并行，人在斗争

中创新，孕育的文化反而会更有力量。

社会的变迁，集中体现在城市变迁所呈现出的物质与精神面貌上。眼下，一个“抽象地”讨

论城市与建筑的蛮荒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越来越感觉到，各行各业都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更准确地说，一个“瓶颈”，大家都来到一个节骨眼儿上，遇到新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

也不是资源、技术，而是——文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综合过去的历史积攒、文化

底气以及这二十年天翻地覆的现实体验，让历史与“当下”对话，进行有品位的选择——了

解自己到底是谁、真正想要什么。

此时，一切终于细节。细看“不自然”展，它正体现了创作者们在这一节骨眼上的种种努力、

挣扎与尴尬。我们看到像张永和“厚薄折”这样令人爱不释手的作品：它真正地理解了材料，

以一种细腻而意味深长的方式，自然地融汇古今。而我们也可以看出有的作品中个别存在如

实用性缺失、对材料使用的粗暴与浪费、概念先行而细部浮皮潦草的问题。

品质作为创作的精华，体现在每个细节之上。大到新区规划，小到一个工业设计，细节凝聚



着创作者对品质的要求、综合素质、生活经验与文化眼光。而浮躁，是细节的大敌。我们看

到一些当红创作者没有能够沉下心来，给出足够的时间研究材料、空间、功能，并亲自把关

制作。如此，实验场面临着被降格为秀场的危险，而跨学科实践也险些成为伪命题。好在，

在研讨会上，我们听到自责。只有不断地自我批评、检讨自己，我们才能远离浮躁——这个

时代的通病。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突破瓶颈口，迎来一个集合全社会力量通力创作、创造力

井喷、领导世界潮流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