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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30日，“海纳百川，壁立千

仞——作为一种价值共同体的宋庄艺术精神

溯源”展览在北京东区艺术中心开幕。此次

展览由宋庄艺术促进会主办，著名批评家、

策展人吴鸿担任策展人，邀请目前生活、工

作、创作在宋庄或曾在宋庄从事艺术创作的

106位代表艺术家参展，展示了宋庄艺术区

生态群体性特征及发展脉络。同时还举办了

“逃避的艺术——作为一种自由主义想象与

实践的宋庄艺术范本学术研讨会”，活跃于

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的批评家对宋庄当代艺

术精神性源头和宋庄艺术区生态发展展开讨

论。研讨会由本次展览策展人吴鸿担任主

“海纳百川，壁立千仞”
——作为一种价值共同体的宋庄艺术精神溯源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All Rivers Run to the Sea, One Thousand Cliffs Stand Tall

——The Songzhuang Artistic Spirit as a Community of Value Exhibition Seminar Review

段晓东  Duan Xiaodong

摘要：“海纳百川，壁立千仞——作为一种

价值共同体的宋庄艺术精神溯源”展览邀请目前生

活、工作、创作在宋庄，或曾在宋庄从事艺术创作

的106位代表性艺术家参展，展示了宋庄艺术区生

态群体性特征及其发展脉络。同期举办的“逃避的

艺术——作为一种自由主义想象与实践的宋庄艺术

范本学术研讨会”上，批评家们从“海纳百川的包

容性”、“壁立千仞的自由精神”和“未来发展”

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

关键词：宋庄，艺术区，地缘性

Abstract: “All Rivers Run to the Sea, One Thousand Cliffs Stand All——

Review of the Songzhuang Artistic Spirit as a Community of Value” Exhibition 

invites 106 artists who are living, working and creating, or used to engage in 

artistic creation in Songzhuang  to attend the exhibition, demonstrating the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courses of Songzhuang art district’s ecology. 

The exhibition also organized “The Art of Evasion——Seminar of Songzhuang 

Artistic Sample as a Liberalism Imagination and Practice”, where critics held a 

discussio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tolerance of All Rivers Run to the Sea”, 

“free spirit of One Thousand Cliffs Stand Tall” and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Songzhuang, Art district, Locality

一个非常包容的大环境里面，结合在一起，

所以构成了宋庄的地缘性，我们说它是一种

多重的地缘性的综合体。这种多重的、丰富

的集合体式的机制丰富了宋庄的维度。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硕士

研究生导师管郁达就宋庄带给自己的感受

中说到：“宋庄作为一个艺术区，我觉得很

温暖。这个温暖不仅是一种个人经验，而是

艺术家在共同奋斗和战斗的岁月当中，共同

凝聚的一种人情的东西。宋庄作为一个艺术

区，它不是我们城市化的翻版，相反我觉得

‘逃避’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实际上它是回

归乡土的板块。这种乡土的承建，艺术家在

参与构建乡土精神和本地精神生活的时候，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今天艺术区只是

一个制度层面的平台，而艺术永远是个体，

而且艺术永远是反抗的艺术，永远是逃避的

艺术。宋庄的发展得益于包容性，但也因为

包容性发展而带来一些转变。”

今日美术馆学术总监、四川美术学院美

术学系教授、中国艺术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黄笃认为：实际上宋庄已经从地理概念转变

成文化的概念。宋庄实际上是一个从想象的

共同体到一个精神的共同体，从集体到个人

的过程。从过去政治的关联性，包括艺术、

存在的政治关联性到一个商业关联性的过

程。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刘礼宾对本次展

览题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海纳百川是一种

新的文化投向，或者说是一种创作投向，而

不是把历史的作品风格延续和我们曾经拥有

艺术家身份的确立，建立在宋庄的物理空间

上。现在展览市场和机构资金的短缺，以及

控制变量的增强，使近一年的时间展览乱象

很多。在这种乱象里面，“壁立千仞”显得

特别重要。

壁立千仞的自由精神

从圆明园到宋庄，再到中国宋庄，经过

二十多年的发展，沧海桑田唯有海纳百川的

包容性和艺术家壁立千仞的精神不变，这也

是宋庄从一个小村落发展成中国宋庄的重要

原因。《黄河》杂志社社长刘淳指出：本次

展览意义和价值不在于选择了什么样的参展

艺术家，而是它对1979年以来中国现代艺术

史的重新认识和梳理。在现代艺术史里面，

撰写者所针对的都是作品和艺术家，而缺少

了生成作品和艺术家成长的生态环境。并指

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宋庄的发展离不开它的广阔包容性，这

种包容精神和接纳态度，确实成为它的一个

传统。每个人都可以在宋庄的艺术生态中找

到自己的位置，并很快融入其中，这就是宋

庄自发性的生长方式所决定的。

艺术国际总编、宋庄当代艺术文献馆

执行馆长、北京宋庄艺术发展基金会艺术总

监、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吴鸿指出，宋庄

是一个精神共同体，这可能是宋庄作为一个

艺术区或者是生活和工作在宋庄的艺术家们

共同的精神源头。我们用“海纳百川，壁立

千仞”作为这个展览主题的目的，就是想历

时性地回顾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的宋庄艺术

区自身的历史，同时，宏观性地呈现出生活

并工作在这个艺术区中的艺术家们的精神特

质。

贵州省艺术科学学会副会长、贵州大学

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张建建从集体诗学消散的

角度对宋庄价值共同体的形成进行阐述。我

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谈论价值共同体，可能宋

庄是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新兴的共同体价值体

现。从圆明园到宋庄，本身就是从一个已经

毁世的神圣的空间，或者说一个宏大的空间

崩溃了以后，来到了宋庄这样一个隐世的、

乡土的空间当中。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换，而

且这个转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艺术生活转

换。所以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它也表明我们

的艺术观念已经具有高度的土地性、身体

性，具有这种人来人往的变化，带有这样一

种真正的、各种各样价值的特色。在这样一

种共同体里面，艺术家或者艺术行为它的价

值，张建建称之为它的价值在飘移，在飘移

当中、在移动当中，在差异的变动当中不断

地产生新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实体，不是一

种共识，也不是一种精神唯一性的空间。飘

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宋庄提供了这样

一种可能。而且宋庄提供了常识，提供了中

国当代艺术简单的入口。宋庄的包容性给宋

庄的发展带来了各种可能。

吉林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张红梅认为：

构成宋庄最原始的状态应该是地缘性和学院

性。宋庄的地缘性是人文的，所有来到宋庄

的艺术家，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原生的地

缘特征。客观存在的这些地缘性在宋庄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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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早在五十年代，有很多艺术家放弃了公

职，从而进行探索和实践。七十年代末的时

候，可能有更多的艺术家都是职业性的。职

业性大规模地形成应该是在八十年代末，以

独立性的谋生，有一些人因为不满足单位的

状态，他们放弃了公职，形成了最早的“逃

离”精神。刘淳从艺术史的角度对艺术家生

存环境进行了简单梳理。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王端廷则回顾了早期宋庄艺术区

和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源头。宋庄的出现是

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

的艺术现象。宋庄的本质精神是艺术上追求

独立、自由的一种结果。王端廷觉得艺术本

体的自由、创作的自由，首先还是需要艺术

家主体的自由。从八十年代起，就出现了一

些“盲流”艺术家，盲流艺术家就是脱离体

制，不再接受工作，希望做个自由之身。他

们先在圆明园，后来在宋庄获得了这样一种

独立的身份，然后在这种自由独立的生存状

态下，一种精神追求下开始有所创作。他们

对后来的年轻艺术家是一种精神的引领。所

以说，宋庄是一种立场、一种态度、一种精

神、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独立与自

由。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管郁达从叙事转向的角度就宋庄自

由主义精神的根源提出见解。最近这十年，

中国美术史，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叙事方式发

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向。而且这个转向主要是

以艺术区的聚散和迁徙作为主要的方式来呈

现的。叙事方式的转移主要是从时间性的维

度转换到空间性。宋庄早期跟圆明园的中心

是有联系的，都是一种自由主义精神。当时

北京的艺术家不愿意到那个体制里面去，所

以到圆明园去，后来到宋庄小堡，这是对自

由的追求，或者是对专制、压迫的逃避和反

抗。

从圆明园到宋庄，艺术家迁徙的过程中

始终保持着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和对现实社会

的“逃避”。除了他们被迫迁徙到宋庄外，

更多的是因为精神需要而聚集在宋庄。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杭

春晓用肿瘤来类比早期宋庄的社会状况。宋

庄对于整个中国社会而言，实际上在早期它

像一个社会秩序的肿瘤一样，或者说这个社

会秩序的肿瘤是从正常秩序下飘移出来的，

这个飘移是行政权力下、压迫下的飘移和经

济压迫下的飘移。这个异类者具体在社会中

就像在人体中聚集了正常秩序的一个对立

者，或者正常秩序的一个异类，形成了宋庄

早期的聚集。

北京理工大学艺术研究院负责人段君对

今天宋庄的现实意义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

为：宋庄九十年代的精神和他们在图像上的

面貌，以及创作方法还是比较成熟的。宋庄

最大的价值还是一种精神象征，或者一种感

召力。九十年代圆明园艺术家的价值不仅仅

是创作的作品，更是一种精神的纽带，他们

的作品是在时代变革中创作的，具有一种创

作的兴奋感，这种兴奋感可能来自于他们自

身对于艺术的认识和影响。近二十年来宋庄

的艺术家他们坚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年轻

人主动选择融入宋庄的母体里面。

宋庄艺术区建立在艺术家基础之上，有

什么样的艺术家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区。西

安美术学院博士、独立策展人郑娜对宋庄生

活状态对艺术家的影响发表自己看法。宋庄

的艺术形态寄托在一批追求自由的艺术家身

上，早期的圆明园画家村有一些前卫艺术家

的注入，这些人和文学界的刘索拉、刘心武

等都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些都是中国民间

原生的力量，他们从来都是在寻找生命自由

的一个资深的空间，是在夹缝中仍怀信念的

人。他们漂泊到这里寻找一个落脚地。宋庄

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人在混沌中还可以让

精神继续生长，孤寂的灵魂还可以依撑。不

管什么人来到宋庄，只要他还有继续下去的

信念，他就能适应这里。宋庄已经成为具有

文化意义的脉络。随着时间的流失，社会式

形态可以改变，但精神和文化却可以不断生

长和延续。如果我们再聚宋庄精神，唯有民

间的方式还有寄希望于文化自由的力量，尽

情对客观的历史去书写、去凝聚、去召唤那

些为自由、为自我唤醒的灵魂。

未来发展

今天，在全国性文化产业热的背景下，

各种“艺术区”开始以宋庄为范本进行模

仿，这些政府主导性的规划往往只是昙花一

现，后劲不足。对于宋庄，在城市化、商品

化的影响下，宋庄今后如何发展，如何可持

续发展需要不断的思考和探索。

艺术家作为艺术区的主体，艺术家的生

存状况直接影响艺术区的发展。中国艺术研

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端廷

指出：由于艺术家的集聚，所以带来了宋庄

的繁荣。中国现在的艺术家不像国外的艺术

家那样有基本的生存保证。成功的艺术家永

远是少数，而且那些成功的艺术家在年轻的

时候都有一个艰难的发展时期。年轻艺术家

在还没有走上成功之前需要扶持和帮助。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高岭则从艺术家创造

力来源的角度对艺术区的规划发表看法。他

认为，创造力首先来自于自我的独立和清醒

的意识，不受任何羁绊，对某一个单一层面

的东西或者现象的极致追求，这作为一个文

化现象来说，不是其他的园区、其他的地方

能够仿效的。换句话说如果其他的地方希望

能够达到像宋庄这样的影响力和规模，恐怕

首先还是要让艺术家无为而治，而不是画一

个圈子，然后规划打造。虽然规划是为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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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但是要规划出一种让每个个体在这个圈

子里面能够无为而无不为的状态，只有这样

才能够有为。所以我们宋庄区是其他园区不

可能学到的，也是不可能复制的。宋庄的形

成与发展有着其他艺术区所不具备的特点，

也有着其它艺术区短期内不会遇到的问题。

《美术》杂志副主编盛葳从宋庄的未

来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层面进行阐述。宋庄如

果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可以把它看作是艺术

家村，但是从艺术产业来说，这个地方是一

个生产基地，这个生产基地曾经以外贸出口

的方式为主导模式。宋庄这个地方跟其他的

几个艺术区相比，实际上它的产业模式相对

来说是比较陈旧落后的。在通州变成北京市

副中心以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艺术产业的

中心，它必然会面临一个非常巨大的调整。

这种调整在未来是可以预期的。所以一方面

我们希望宋庄保留原来的一种理想主义的情

景，在这种基础上，理想主义对宋庄而言本

来就是一种巨大的危机，这种东西也会迅速

被清理掉。但是另外一方面而言，对宋庄也

许是一个发展的机遇。刚才很多专家都谈到

了要保留原来的精神，但是宋庄这个地方并

不从来都是我们理想主义艺术家和评论家的

地方，它最开始是农民的地方。

北京理工大学艺术研究院负责人段君

认为：说到宋庄第一还是要保持体制外的身

心状态，保持他们长期以来跟体制保持距离

形成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也是中国当代艺

术比较核心的一个价值。第二还在于有容乃

大，因为各个艺术家出生的背景都不一样，

这些艺术家都云集在一起。在创作上面有一

种更大的混杂性，这个是很关键的。把宋庄

当成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缩影，希望今后宋

庄的发展路程能够成为中国社会，这个社会

包括艺术、历史的发展，包括艺术家个体的

最后，宋庄镇小堡村党总支书记崔大

柏在讲话中指出：小堡艺术村要通过各种

载体、各种社会资源，在这里建设具有专业

水平的、具有世界水平的专业场馆，还要引

进金融。艺术家是我们村发展的一个基础，

没有艺术家，就没有小堡村的今天。 我们

“不忘初心”，没有忘记艺术家们，也没有

忘记艺术家们的贡献。我们会持续关注医疗

保险、住房问题、基金问题，在明年到后年

之间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固定模式，让艺术家

在这儿安心创作，我们将创造一个良好的环

境。

宋庄是众多艺术家的代表，也是艺术区

中重要的一支，更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一

个缩影。

研究宋庄艺术区的历史沿革和精神特

征，有利于我们重新梳理宋庄的历史和重新

认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为中国当代

艺术和艺术区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生活和他们创作整体的缩影，这个可能是宋

庄最大的价值，希望能保持下去。

对于宋庄艺术区的未来，上海大学美

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

副院长李晓峰希望：宋庄能够从“乌托邦”

到“依托邦”再到“艺术邦”。宋庄是自然

地产生，而不是有组织地产生，宋庄恰恰是

那些追逐自由精神、独立精神的艺术家们的

“依托邦”，我们愿意今天“错把他乡作故

乡”。

对于批评家关心的问题和建议，宋庄艺

术促进会秘书长曹维在讲话中说到：有一些

东西我们无法去回避，也没有良好的解决，

但是我希望这样一个具有思想和情怀的群

体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大家的建议和

支持，能够延续宋庄这样一个整体的精神面

貌，特别是当代艺术家的精神面貌在这个地

区能够长久、能够可持续发展。

1

李洪波

荒芜

金属

35×9.8×1.7cm

2014

“海纳百川，壁立千仞”参展作品

2

林惠兴

你所看到的就是它应有的样子

综合材料

尺寸可变

2014

“海纳百川，壁立千仞”参展作品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