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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主题：重新发电

“重新发电”是本届双年展的主题。这个主题的形成和上海双年展的

迁址、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创建息息相关，它天然地对应着对原南市发电

厂、世博会“城市未来馆”的改造和重启。本次主题的对应性和契合度可能

是历届上海双年展之最，它是一种回溯，也是一种展望，是一种隐喻，也是

一种宣言。这座建筑的文脉，内在地包含了继往与开来，涅槃与再生等一系

列议题，展示着能量聚散与历史盛衰之间深刻的联系。它曾是城市能量的发

动机，是物理能量的发电，那么今天，它要转而成为城市思想的策源地，变

成文化能量的发动机。它充分调动了城市的记忆和世博的资源，扣准了中国

工业摇篮的命脉，承载了当代资源变革的使命，形象地表达了上海双年展和

当代艺术博物馆作为思想策源地、能量发动机的意义。

和世界上其它工业遗址改造项目一样，热电厂建筑功能的重新定位和

开发，并不只是废旧资源的再利用，而是整个城市生态的反思和重新设计。

城市，因人类相依为命的群居生活方式，和相互交往与分享的愿望而生，在

经历与工业时代数百年的不解之缘之后，今天依然在不断更新。城市不但是

能量输入的接受者与消耗者，更是能量的输出者。2012年的今日城市，是人

才、资源、信息的整合和交换的场所，更是人与人之间发生思想碰撞、行为

互动、对话交流与融合共生的交往空间。携带着不同身份、记忆和感性方式

的诸多个体，在这里决定形成共同体，共同维护着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

种历史方案，这样一种意志是城市赖以存在的最重要的力量。因此，“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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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并不只是把发电厂搬到远离城市的地方，

也不只是简单地关于思想能源的诗性阐发，而是

对于我们的生存方式的资源性因素的反思。旧电

厂重新启用的时刻，它所输入我们的社会网络中

的，并非传统的电能，而是一种激活共同体内在

能量的精神脉冲。

前现代粗朴的能量采集方式受制于地理、

气候、资源的限定性供给，但远在资源尚未发生

欠缺之时，东方已经发展出内省式的能量发掘方

式，东方的圣贤向内挖掘自身的潜在能量，表现

为气功，瑜伽等内在修炼方式，这是一种思想来

电、精神来电。

现代以来，尤其西方对能源的获取方式是

对外寻求，向远方寻求。人类不停地探测，圈

地，开采，分配，消耗，再向更远方和更深处探

测。当前这依然是最主流的方式，并引发出能源

战争。而新能源的寻求，尽管加上了环保主义叙

事，并不能免于资源的不平均分配。关键是人类

依然遵循向外探求的道路，向更深的地层和海

底、更远的外太空进行探测，并纳入资本控制的

轨道。在这种逻辑下，甚至用心良苦的生物柴油

炼制计划，也会引发世界粮食价格上涨，成为一

些地区饥荒的重要因素。而我们将一再地陷入未

来学狂热与末世学焦虑的极端情绪的纠结。

共生即能源，他人即矿藏。我们必须重提另

一些能量来源的方式，即从共同体的关系中寻求

能量。就像我们儿时寒冷的冬季，并不总是烧煤

生炉子取暖，而是互相挤靠。能量不是等待被发

掘的秘藏，而是来自共同体意识。他人与我们的

差异，成为我们能量的源泉，因此保全他者、保

卫社会，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计。只有与他

人共生，各民族共生，文化才能有多样性。也就

是要制造一个和谐社会，制造一个生态的发展模

式，制造一个全民共享的格局，它揭示了文化关

怀和生命能量的核心，也强调了多种文化共生共

荣的国际命题。

能量从共处的方式中孕育出来，因此我们

关注那些“发电机型”的艺术家们和知识生产方

式。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一批艺术家，他们不只

是用物品的生产来消耗资源，而是把他们的工作

作为发电机，向他们所处的网络输出能量。他们

建立自己的共同体，探讨能量的分享、转化和配

适、共振和放大，在他们的活动中诱发出社会环

境内在的活力。他们工作在田野、街头和社区，

将个人的创造性劳动编织在社会能量的重组之

中，为此随时准备突破现有的艺术概念与体制。

这些具有总体艺术倾向的艺术工作，贯通了个人

与群体、他者与自我、劳动与创造、日常与奇

迹，这是我们关切的核心。

主题展

主题展将由“溯源”、“复兴”、“造化”

和“共和”四个板块组成。这四个板块分别关注

作为社会动员者的艺术，作为历史的重访者与

重写者的艺术，作为能量的变压器与转换者的艺

术，以及作为社会组织者的对话和交往的艺术，

以此形成一条主题链。

1. 溯源

这部分是关于文化与思想资源的回溯与转

型。主要关注各地的艺术教育、开放学院、教育

戏剧、以及作为教育者、动员者的艺术家的个

体工作。这些发电机一般的艺术活动成为社会

转型的原动力。这部分艺术家作为社会能量的

输出者往往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同时还经常兼

任策划人和教育者的身份。这个部分集中了多

位影响力巨大的各地艺术界导师级人物，包括

已故艺术大师。

2. 复兴

这部分是关于文化和历史遗存的涅槃与复兴。将主要聚焦于废墟再生，

各地工业遗址和社区改造，手工艺复兴和乡村建设等，展示世界各地对历史

的重访和重塑的努力。并且通过重新进入日常生活，将艺术运用于日常实

践，激活改造生活的努力。历史和日常生活的引入重新激活艺术，艺术的引

入重新激活历史和日常生活，这样形成一种双向的活化的结构。这个部分主

要由项目类型的作品，以及年轻艺术家的日常生活组成。

3. 造化

这部分是关于当代生活和文化生产的转换与化成。艺术家把自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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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成能量生灭、聚散、转化的检测仪与变压器，他们在末世学与未来学的

张力之间，如同改造哥亚号舰艇一般，从未停止。他们的工作，成为与造化

平行的过程。主题展的这个板块将做成一系列个展，呈现一位艺术家一件以

上的作品。现有的各种国际双年展经常出现每个艺术家作品蜻蜓点水地去语

境化呈现的弊端，系列个展将对此作出回应。同时，整个主题展的结构因为

这个部分呈现出更好的节奏感。能够形成个展的往往是较为成熟的艺术家。

4. 共和

这部分是关于文化交流中所有人群的共振和共和。共和是能量的联网、

共振，将关注艺术家和艺术家、艺术家与普通人之间如何构建活力共同体、

互相滋养和周济，展开共同劳动与创造。这种鲜

活的自我组织重构了社会的基础。相对而言，青

年艺术家更经常地采用工作组方式工作。因此，

这个板块也将更富于青春活力。

特别展

1.《上海方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大肆迫害

犹太人，慑于纳粹的淫威，欧洲多国拒收犹太难

民。而在此刻，上海向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使

近3万犹太难民在上海躲过了艰难岁月。这些二战

避难犹太人拍摄的上海老照片，包括避难犹太人

中的画家大卫·布鲁赫的作品展，将展示人类如

何在灾难中相依为命。这个特别展是对主题展中

“共和”板块的呼应，同时也是对上海这座伟大

城市的致敬。

2.《中山公园计划》

中国传统社会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社区的公

共空间是宗族祠堂。农耕时代结束之后，在中国

由传统社会重新组织为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

新的公共空间形式应运而生，遍布中国城乡的中

山公园无疑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们往往集政治

记忆、休闲景观、文化娱乐等功能于一体。中国

各地的中山公园创设于1927年孙中山逝世后，各

地纷纷把私人花园、前朝皇家苑囿等改造为公

园，这本身是把家族血缘认同转换成国家认同的

一个过程。在中山公园纷纷兴建的过程中，中国

的“百姓”转换成了“公民”。对中山公园的研

究势必扩展成为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化变迁的

深入思考，尤其是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视觉文化

塑造的思考。

此次纳入上海双年展框架中的中山公园计

划，将先于上海双年展正式开幕时间，从闽西客

家祠堂开始，在这里展示海外华人艺术家的家国

记忆，然后向东到达闽南漳州、厦门、泉州城市

群的各个中山公园，分别展示台湾艺术家和文化

人在电影、音乐、视觉艺术等不同领域的创造能

量。再向东穿越海峡，在台中、台北等城市的相

关机构展示大陆艺术家的创作。最后在上海双年

展举办期间回到上海中山公园。这个中山公园计

划是对沿途城市人民记忆的采集和对于族群认同

的古典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反思。它对应着主题展

的“共和”与“复兴”中对历史回访的重要性的

强调。

城市馆

城市馆模式的采用是本次上海双年展的重大

举措，并将为此后的上海双年展探索作为常规模

式的可能性。此次将城市馆模式纳入上海双年展

的框架，是上海双年展固有的问题线索的逻辑推

进，同时也是新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空间所提供的

物理可能性。　　

本次双年展我们将优先考虑所邀请的城市和

上海本身的关联，同时也会关注这些城市和“重

新发电”这一主题的关联性，甚至一些名声未必

显赫的小城市也可能纳入视野。操作模式上将采

用和相应城市的文化组织机构合作的方式，在上

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内开辟城市馆展区，或落实在

上海其它艺术场馆空间。目前，这一构想已经得

到不少重要城市的相关合作机构的积极响应，

如：阿姆斯特丹、奥克兰、巴勒莫、柏林、德黑

兰、温哥华、苏黎世、伊斯坦布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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