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悦来之城的艺术基因与性格
——重庆悦来投资集团“公共艺术计划”访谈

The Artistic Gene and Character of Yuelai
—Chongqing Yuelai Investment Group “ Public Art Plan” Interview

王菊梦  Wang Jumeng

摘要：2018悦来公共艺术展历经近10个月的打磨，

11月18日终于正式开幕，与公众见面。展出后的作品将

永久性地放置在会展中心及周边环境中，这批栖身在公共

空间的艺术作品，将带给城市新鲜的活力，引领当地市民

进行参与，使之产生对文化艺术的全新情感体验和视觉认

知。作为此次展览主办方代表的王菊梦女士，与《当代美

术家》共同探讨公共艺术对社会、公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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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10 months preparation, Yuelai Public Art Exhibition was held 

on November 18th. Its exhibited works will be permanently installed in exhibition 

center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which will bring new energy to the city, leading 

local citizens to get involved and arousing the new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visual 

cognition to culture and art.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host, Ms. Wang Jumeng 

has a dialogue with Contemporary Artists  to discuss public art’s meaning to the 

society and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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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悦来

公共艺术展于2018年11月18日拉开帷幕。

据我们所知，悦来是重庆的一座新城，有它

独树一帜的文化建设定位。在此，您作为悦

来文化建设的推动者和建设者，能否先为我

们介绍一下您所理解的悦来？

王菊梦（以下简称“王”）：我们对

任何一个地方的理解，都离不开她自身的

属性。就悦来而言，最本色、也是最好的一

点，就是她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

悦来的自然禀赋特别好，前有嘉陵江、

后有浅丘地，依山傍水、蜿蜒秀美。悦来的

这一段嘉陵江，与我们平时所看见的、所预

想的那种气势恢宏、磅礴汹涌的大江不一

样。不是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感觉，她温婉、

静美，如绸缎般流淌，很好地展现了重庆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审美特性，所以

市委市政府在悦来布局了悦来国际博览中

心，是两江新区城市核心区，是重庆面向世

界的窗口。就是这样一段江水，萦绕在悦来

的周边，江山叠翠、山水相依，与相连的绿

色浅丘相依相偎，是重庆典型的地理风貌，

为我们建设一个层层叠进、错落有致、依山

而建的南方现代城市打下物质的基础、审美

的基础。

这里虽然看起来不像重庆传统建筑吊脚

楼的式样，但是重庆吊脚楼依山而建、顺势

而为的建筑风格，因势利导、简朴实用的建

筑哲学，高低错落、线条简练的建筑美学，

尤其是吊脚楼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巧妙

布局，充满了古代重庆人对建筑与公共空间

的深刻理解，是我们布局悦来公共艺术空间

的重要美学基础和文化艺术源头，如何打通

现代与传统，把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性、现

代性、艺术性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结合起来，与人民群众重构城市艺术空间结

合起来，是一篇大文章。我们悦来不但要成

为中国城市公共艺术空间的探索者、践行

者，而且要把这种艺术布局与悦来的文化、

会展等文化创意产业有机结合起来，构成我

化基因、共同构建悦来的公共艺术空间。这

个空间，不但是生产的，更是生活的，也是

生命的，不但是实用的，更是审美的，不但

是现代的，更是后现代的，把现代文化的建

构性、整体性与后现代的解构性、个性、颠

覆性结合起来，建设真正具有内生力量和审

美特性的公共空间。换言之，让城市本身就

是自然的、艺术的，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文

化共同体。所谓“道法自然”，我们希望悦

来能够把未来的城市空间、产业发展与人民

的美好需求、精神需求结合起来，构建一个

充满现代性的公共空间。

你看目前的悦来空间，相当好。上述

主张已经有了初步的体现，悦来前面是10.5

公里的滨江空间，其他方向有园博园、中央

2018悦来公共艺术展

展览时间：2018年11月18日（永久展览）

主办单位：重庆悦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策展人：隋建国

学术主持：孙振华

展览规划：俞可

参展艺术家：丁乙、谷文达、刘韡、

庞茂琨、宋冬、汪建伟、向京、

岳敏君、尹秀珍、张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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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Topics
话题

们的核心竞争力。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人们对现代城市

建设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城市的现代性也因

此得到更好的彰显。从早期的“千城一面”

到注重城市的文化性、城市街区、外立面、

公共空间的色彩调性，再到党的十八大以

来，更加注重功能性、文化性、艺术性、审

美性、本土性的融合统一，中国现代城市建

设也走过了一条改革探索之路，反映了城市

决策者、规划者、建设者、艺术工作者的努

力与奋进。

“行千里、致广大”，我们悦来准备更

进一步，提出我们的艺术主张，那就是依托

悦来美轮美奂的山水基因、海绵城市的生态

基因、文艺城市的艺术基因、巴渝文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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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会展公园，高低错落，绿意盎然。尤

其是国博中心，已经是重庆城市地标，好几

次投票都是第一名，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悦来

建筑与空间布局的认可。悦来的城市设计是

把巴渝建筑文化精神与现代城市设计做了一

个有机的结合，这就为我们打造城市公共艺

术空间，挖掘、培育城市的现代性创造了条

件。在我们建设这座新城的时候，我们因地

制宜，采用了台地建设的规划模式，一台、

二台、三台、四台……层叠的效果，让建筑

与山地融为一体，体现了建筑、环境、人文

的有机融合。

得益于悦来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我

们在建设的时候，为她赋予了新的内核：生

态悦来。生态城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海

绵城市。悦来目前是国家海绵城市试点示范

区。但和其他海绵城市不一样，悦来是山地

海绵城市。区别于其他平原城市，山地海绵

城市是可以自己呼吸的。举例来说：天上下

了雨，雨水流到地面不会积水。它们会从地

面渗透到地下。地下全是管网，管网又会把

雨水输送到一个一个的湿地蓄水塘去。水塘

把雨水收集起来，通过过滤和净化，再利用

于道路的冲洗、植物的灌溉。我们的过滤和

净化系统，也都是天然的，不用任何化学的

或有破坏性的工业方式……说了也许大家不

相信，在号称中国火炉城市的重庆，悦来是

不安装空调的。因为空调虽然降低了室内的

温度，但它同时会增加室外的温度。当一个

城市的空调全部启动，室外会升高2~3摄氏

度。这种热岛效应，其实是对整个环境的破

坏。在悦来，我们更多的，是利用自然本身

的调节能力来循环空气、降低气温，对一切

自然要素赋能，进行保护性的利用。所以

说，在悦来这座山地海绵城，即便是暴雨

天，你走路鞋都不会被打湿，夏天都不用开

空调。也许，这看起来，仅仅是一个小小的

细节，但其背后，其实是悦来致力于打造的

一种全新的、绿色的生活方式。

生态悦来的第一个特点，是海绵城市。

第二个特点，是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讲，悦

来不做制造业。不做制造业，它就从源头上

杜绝了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因此，在悦来

的生态属性之外，悦来还有它独特的产业属

性：悦来一开始是因会展而生的，这里修建

了国际博览中心。当时是亚洲第二大的会展

中心，整个建筑面积有60万平方米、室内展

场是20万平方米。当然，现在全国有很多城

市也分别像搞竞赛一样，做超大型的、过巨

体量的会展场地。但我觉得悦来的国博中心

从可持续性来讲，应该是最合适的。因为会

展中心还要讲一个空间自身的能耗比、人体

进入的舒适度……并不是越大越好。所以现

代性、艺术性首先得是生态的，这是基础。

当：感谢您让我们了解到真正的悦来。

可不可以这么说：悦来，首先，从自然属性

来讲，有天然景观的优势；其次，从产业属

性来看，有独特的生态环保特性。在这样一

个场域，其实你们可以有很多丰富的发展形

态，以供选择。但是，为什么会选择做公共

艺术计划？据我所知，悦来公共艺术计划邀

请了来自全国非常有代表性的、重量级的艺

术家，参与到这里的文化建设之中。悦来公

共艺术计划的初衷是什么？

王：可能跟我们工作有关系。作为悦来

投资集团，我们和一般的投资集团不一样，

我们的投资主要是在建一个城市。大家都知

道，城市其实是有性格的、城市也是有基因

的。悦来以前是由一座古镇繁衍下来，有比

较好的历史传承。台湾诗人余光中就在悦来

生活了九年，给这个区域留下了诗意和浪漫

的气息，诗歌《乡愁》念叨的是祖国大陆，

牵挂的是悦来朱家祠堂妈妈盼儿归的浓浓亲

情，这些宝贵的精神资源和人文情感，成为

我们建设公共艺术空间的宝贵财富。同时，

我们作为一个城市的建设者，希望让城市有

文化的氛围、艺术的气息，能激发人的思

考。所以，我希望在造这座城市的时候，艺

术就是她的基因，成为城市文明的一部分，

化诉求的。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去年我在马来

西亚参加亚太零售商大会，遇到国际E卡会

议联盟的秘书长，我们曾有过一个交流，他

当时说的话，刺激了我，也启发了我。他对

我说：其实悦来这个地方的硬件是一流的，

非常好。但是来参加国际会议的这些人士，

他们大多数都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国，都具

备相当的知识背景。所以，很多东西其实

是没有办法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的。而

他们去参会的地方，除了领略当地的自然

风光、风土人情，其实很希望通过这个地

方，能看看当地的博物馆、美术馆……看

到一些人类共通的，与历史、文化、艺术

相关的“场”。

回来以后我就在想：第一，一定要在我

#3

3

岳敏君

重庆思想者

“2018悦来公共艺术展”展览现场

4

尹秀珍

尾喉

“2018悦来公共艺术展”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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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乡村，也是近年来特别活跃的一种共建模

式。但重庆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一个大规

模、大投入的公共艺术计划成型。能否请您

为我们介绍一下，作为一个开端，您最开始

对悦来“公共艺术计划”的参展艺术家或艺

术作品，有怎样的预设？在艺术家和艺术作

品的选择上，是怎样的标准？又是采取了什

么样的模式，来践行悦来构想的？

王：一开始，在做本次悦来“公共艺术

计划”时，我就在思考：这个城市，她与所

在区域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首先，悦来的往来人群，大多都是来参

加会议和展览的，这里是国际会议和展览的

中心腹地；是人群和信息的交互集散基地。

同时，因为这里所举办的会议和展览，大都

是国际化的，所以往来的人群相对也是有文

#4

像血液一样，成为滋养她生长的一部分。

当：文化艺术也有多种形式。尤其在

当下，非常的丰富多元。悦来的文化艺术

基因，可以是影视、是戏剧、是音乐、是舞

蹈……悦来其实可以用很多更具有互动性、

吸引力的艺术形式，来填充它的艺术基因。

但最开始，您怎么想到用“公共艺术”来做

悦来的艺术基因？您又是怎么理解“公共艺

术”这个概念的？

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公共艺术”，是

17世纪德国社会学家贝马斯提出的，实际上

是伴随着当代社会的发展，而衍生出来的艺

术概念，强调市民阶层的自由意志在公共空

间的体现。这是不是也跟悦来的发展定位不

谋而合？你们是否致力于新型的城市生活模

式打造？

王：其实公共艺术在我看来，不仅仅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艺术作品，其实应该包

含很多的艺术活动……都同属公共艺术的范

畴，因为公共艺术有几个最明显的特征：

第一，要在公共场所；第二，要和公众

产生关系。它可以是物化的，也可以是时

间性的、过程性的、活动性的。这样的艺

术行为和作品，能够在公共空间和大众产

生某种关系。

悦来在做本次公共艺术计划时，其实

是在“公共艺术”的大概念中，“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这只是我们的第一季，后面还

有第二季、第三季……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所以，一开始我们考虑的侧重点，就是她和

环境、空间的关系。本次公共艺术计划的作

品，大多以雕塑的形式呈现。但它们并不纯

粹是雕塑，雕塑的形态，仅仅是她们作为公

共艺术的一个承载。我们考虑得更多的，是

人和环境之间的彼此激发。

当：“公共艺术”是当下中国乃至全球

都特别热议的艺术话题。艺术走进社区、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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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悦来的整个艺术计划当中，布局这样一些

带有文化属性和艺术烙印的空间。公共艺术

计划尽管那么难，周期会很长，但对于悦来

的整体建设和未来发展而言，是非常有意义

和价值的。

正因为悦来公共艺术计划，要对应的人

群，是世界各地前来的高端人士。所以，计

划的起点就不能低，不管是作品本身、还是

作品的陈列，都必须要有专业和学术水准。

第二，我们也把悦来叫作国际交往湾

区。既然是国际交往湾区，它的语言就应

该有共识度，包括对艺术审美的共识度。所

以，这次“公共艺术计划”在对艺术家和艺

术作品的选择上，我们注意了这几个方面：

一是要在中国是一流的；二是一定要在国际

上是知名的。

第三，他们的艺术表达方式和手法，一

定也要是国际化、有辨识度的。只有具备这

样的先决条件，他们才能成为悦来国际交往

湾区中，可以与世界各地来往的人群展开对

话的艺术载体。

所以，通俗地说，这次选择的艺术家，

都是自带流量的知名艺术家。但艺术家的选

择标准，仅仅是第一步。我们也继而在展览

模式上，做了一些思考：首先，不是简单的

买一件艺术家的作品回来摆在悦来；其次，

也不是做一个短暂的陈列，或拿艺术家以前

创作的艺术作品，做一个临时性的展览。这

样对悦来而言，没有沉淀。

所以，我们在做悦来“公共艺术计划”

的时候，每一个参展艺术家都是无数次的往

返悦来。一开始，他们来看这个区域找感

觉，然后建立感情。每一个艺术家都要对这

个区域的理念、属性，有认同和喜爱。然后

才是他们分别从自己不同的视角，去看这个

区域，投射着他们内在的思考、精神的关

照，再进行创作。创作以后又到现场来再比

对、再调整方案……直到最后，思考作品适

合在哪个地方呈现……都是一次一次地推

敲，一次一次地找尺度和比例。我们一定要

当：我们从观众的角度，可能只看到她

是一个公共艺术计划，或者是一个展览，或

者是几件作品。但是，你们从这个区域的建

设者，或者您作为这里的整体规划师，考虑

的也许不仅仅是一个公共艺术计划。而是艺

术怎么改变悦来？

王：艺术要形成这个城市的符号和属

性。你看，其实江南的城市有江南城市的性

格；北方城市有北方城市的性格，她们的文

化内涵都很独特。所以，在悦来，我们要做

的是五城同创：会展城、生态城、海绵城、

智慧城和文艺城。文化艺术，就是她的基

因。她就是城市的审美，城市的创新，城市

的活力，是整个城市的价值观。当艺术像输

血一样，融入悦来之后，就不仅仅是这个城

市的载体了。载体要看里边装什么，装戏剧

节、装音乐节……而我认为，这不是装什么

东西的概念，而是文化艺术本身，就是悦来

的核心诉求。

当：要为一座城市的建设，注入基因、

形成性格，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这次

公共艺术计划之后，你们后续还有什么计

划吗？

王：既然叫悦来“公共艺术计划”，肯

定就不仅仅是一次活动了，她是一个系列。

最终，我们要做一个文化艺术城市。要可持

续地、长久地做下去，第二、第三、第四、

第五……无穷大。只是，我们肯定也会根

据不同时期、不同环境，视当时的客观条

件来规划规模、形式、标准，但是一定会

一直做下去的。

当：今年虽然是悦来公共艺术计划的

首次亮相，但据了解，其实采取了非常学术

和专业的模式，而不是大多数企业所惯用的

商业模式。在筹备前期，你们就展开了系列

工作：学术委员的搭建、策展人制度的确

立、艺术作品的评议等。您是怎么思考这

个问题的？

王：其实也是因为看得很多了。现在整

个社会的发展，是快节奏的，所以大多数艺

术小镇的打造，都是走商业模式，因为需要

马上见效。从好的方面来讲，节奏快、有活

力。同时，一旦一种艺术形式大家喜欢，就

蜂拥而至，趋之若鹜。这样的文化项目我看

了太多，自然也就有很多思考。现在，当自

己来做的时候，就会有辨别。

一方面，我们是高位进入。在艺术家、

艺术作品的选择上标准上，必须国际化，有

知名度、辨识性。所以，在运作的机制和方

式上，也希望建立悦来模式和规则。只有在

规则和模式下进行，它的可持续性发展，才

能得到保障。

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按照专业化的模

式来推进，还要在机制上有所创新。

作 为 主 办 方 ， 悦 来 要 和 社 会 、 艺 术

家 、 策 展 人 ， 和 当 地 各 个 机 构 、 部 门 之

间 达 成 多 边 协 作 和 共 识 ， 这 也 是 真 正 意

义上“公共性”的体现。这个过程中，艺

术家有自己的思考，而为了艺术家思考的

落地，我们要去考虑和协调各种因素，例

如：地下管网怎么改？晚上灯光怎么打？

还有，艺术家通常更潜心于创作，而不怎

么解说自己的作品。但我们希望能为作品

和公众搭建起互动沟通的桥梁。所以，我

们还要和市民互动，对作品进行解读，让

老百姓了解艺术家创作的背景和艺术表达

的方式。所以，这次我们在每一件作品旁

边，都设置了作品阐释……这一切，其实

都是凸显公共性的一部分。

最终，我们希望形成有悦来特色的新型

公共艺术模式。

当：本次悦来“公共艺术计划”，既然

采取了这样一种学术的、严谨的策展人和学

术委员评议制度，自然就过滤和排除掉了个

人的喜好，或者企业的商业优先模式。她从

一个专业化的角度来判断和选择的艺术家、

艺术作品，然后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悦来

毕竟是一个有自己完善的运作模式的大型机

构，而艺术专业化的操作模式又有其自身的

特殊性，这会不会也给你们的工作增加了磨

合的难度？

王：其实，在做这个艺术计划的时候，

我的心也比较忐忑和矛盾。忐忑和矛盾的

是，首先，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艺术，尤其是

当代艺术的，当然也希望能够推动当代艺

术。但其实，当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

的思考其实和我个人的喜好已经无关了。我

更多的是从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城市的属

性打造，以及城市的基因注入，来思考问

题。但是这个初衷，有可能被误读：把我个

人的爱好与我要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必要的

工作手段、方式和途径相混淆了，这是我担

心的。

对企业来讲，它的经费投向、发展战

略，都是要有决策机制的。在决策机制当

中，首先要让每一个人，都认可这一决策的

价值。要先达成共识，还有许多需要协调、

沟通的工作。当然，最终的效果还没有看

到，还不知道究竟“公共艺术计划”做出来

能有多好，目前只是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

而已。但在悦来的探索上，是需要有人全身

心去投入的。现在我们各个方面都在使力，

最终我们还是要在实践当中，进一步地完

善、丰富、系统化。我觉得这也是悦来“公

共艺术计划”有意义和价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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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适宜的空间尺度。

这次我非常感慨，感慨这些艺术家的用

心，认真和投入。即将在这里呈现的每一件

作品，都是艺术家和悦来产生关系之后的原

创作品。它尽管有艺术家以往的艺术符号和

创作逻辑。但这一件作品，绝对是被这块土

地激发后的一次独特呈现，有着绝对的针对

性和不可替代性。

当：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悦来邀请

的这些艺术家，他们实际上是经过谨慎地在

地性思考和针对性创作，专门为悦来度身

定做的公共性作品？不同于艺术家以往的

展览。

王：是的。这次呈现的10件作品，都是

专门为悦来创作的。

当：当下，无论在中国、亚洲或全球，

有很多类似的艺术社区，或者相似的公共艺

术的计划。比如：乌镇，有乌镇艺术节；日

本，有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他们也是邀

请艺术家在地思考和创作，然后沉淀下来，

最后变成一个跟公众交互的公共艺术区域。

您觉得悦来跟她们相比，有什么差异，或者

共通点？

王：你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其实正好

是我也非常欣赏的两个区域。她们是公共艺

术的一个聚集地，现在也成了艺术家们打卡

的地方。以往我们看到许多文艺小镇、艺术

小镇，其实建设和规划是很短视的。而这两

个区域，不仅是喜欢艺术的公众要去打卡、

恰好也是艺术家们愿意去打卡的地方。这是

我非常欣赏的，也是我努力想要在悦来实现

的共通之处。

当然，悦来肯定有和她们不一样的地

方。悦来的自然禀赋是不一样的，悦来的区

域形态和产业特点也与之有差异。首先悦来

是一座生态城，是国际会展中心的所在地，

它更多地会和可持续发展、会展人群的交

互，联系到一起。

所以，尽管我们的目标，可能都是艺术

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的承载地，但我们

希望有自己基因和性格。尽管这种希望还在

塑造的过程中，但依然希望通过公共艺术

计划来形成悦来的城市性格、城市基因，

激发它的城市活力。而这肯定需要持久性

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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