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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从国际经济日益一体化的角度说，必须从单纯的城市建设，走向以经营城市为核心的全面建设城市
的时代。
它的基本着眼点是以人的健康全面的发展和城市经济活动的市场化的适应能力和应战水准，从战略规
划的角度，促进各个方面的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城市社会资源、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价值最大化
。
从这个方面说，经营城市的最高境界就是经营城市的生态人文。
首先是生态，其次是人文，通过公共艺术和城市雕塑在视觉确认性和创新公共空间放大城市价值。
这就是我在本书中试图论述的主题。
    本书一共八个部分。
第一至第五部分是探讨公共艺术及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和建筑的关系，特别是对塑造城市个性，提炼
城市文脉，面对城市空间建筑现状，城市雕塑该如何应对。
    第六、第七部分是面对国际思潮和雕塑边境的“无限扩展”该如何划分，并以对中国雕塑家个案研
究的方式论述中国城市雕塑以及公共艺术的发展的核心和宗旨，在于以本土文化为价值基础的对中国
城市空间的创新。
我不认为我们的城市空间的文化塑造可以完全“国际化”，否则“地域色标”就是一句废话！
因此，这一部分的论述意在于以此为具体实例，探讨中国特色的并具有国际视觉文化资源的“中国制
造”的价值基点。
    假如说，以上的论述还是侧重于学理和案例的方面，那么最后一部分的三个对话，就是从动态的方
面，从艺术家的具体操作过程来讨论公共艺术和城市雕塑的社会实践。
与朱成的讨论涉及到一个本土文化对公共空间的介入问题。
朱成的诸多公共艺术作品树立在许多城市的公共空间，且好评如潮就是证明。
而与史、仲、郝三位的讨论却更多涉及到公共空间的公共性要求和权力及订单的关系，这个对话及他
们的一些优秀作品的树立，可以看作为对本书第二部分的注释。
与吕品昌的对话是本书中推一直接延伸到雕塑家创作过程的讨论，它对诸多非＿专业人士的价值在于
：创作木仅仅是“设计”，不仅仅是“服务”，不仅仅是“指标”，它还伴随着具体的生命过程，假
如这一个过程不能和我们的城市空间规定相契合，我们就不可能有让一人惊诧的作品。
这儿虽然说的是陶艺，但也同样适用其他造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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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刚才我们讲的是对生命、生活，包括对艺术创作与我们生活的关系，我们都有一个梦想，那么把
这个民俗博物馆建起来是不是你的最大梦想？
　　朱：我一生有很多小的梦想，最后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这个艺术博物馆建立起来。
这是我最大的一件装置艺术品，最大的一件公共艺术品，也是最难的一件事，我的各种各样的能量最
能够得到表达的一件事。
我总觉得一生各种各样、各方面的积累，最适宜在这件事上表达。
　　马：你把它看作你最大的一件公共艺术、你现在有了几千件收藏品。
在你的想象中，你怎么去做这个博物馆？
　　朱：因为博物馆的运作还是一件很难的事，这么多年来我搜集了很多这种资料，建立起它，对我
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它需要很大的资金，这事情本身是一个社会的事情，靠我个人的力量做到现在这步
好像已经做到最后一步，已经做到顶点了，要靠个人的力量已经无法完成了。
那么现在我也通过海外媒体、国内的朋友，求助于社会、求助于政府，来一起完成这个事情。
　　马：在我们这次的交谈中我对你的思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你可能想把它做成一个以石刻为主
的、一个关于整个四川地区的民俗文化的展示场所，也是让众多的公众、文化学工作者来思考和研究
，因为它是一个跨文化的、多学科的文化项目，它可以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给中国人的世俗的生活
的心灵史，提供了最充实的实物资料。
　　朱：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谈文化，好像都谈不到建筑，特别是中国古典建筑，整个记载中国古
典建筑的书都很少。
由于中国的实物建筑留下的也很少，研究中国文化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建筑。
建筑本身是一种复合艺术，首先它是雕塑艺术，但它又是民俗学的、社会学的，还有宗教都应该包容
进来，所以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它是跨文化的一部历史。
刚才我说的很多学问都是从书本到书本，实物很少，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实例和实证，所以我觉得一定
要建立四川的民俗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非常地重要，现在这些东西都很散落，这里一些，那里一些，永远看不到它的总体面貌，
我最担心最忧虑的就是失去了总体面貌。
所以我希望尽快地建立一个四川民俗艺术博物馆，以石刻为主，还有陶、瓷器、木作等，包括生产器
具和生活器具，通过一个综合的艺术馆，来展示古蜀文化生活的样子，我很重视数量和展示方法。
　　马：它的数量可以证明它流传的广泛性，实际上民俗文化相比于纯艺术最大的特点不是它在人们
生活中应用最深的一种东西，而是它往往成了某种人们固定的文化积淀的最充分的表现形式，体现了
人们对世俗的梦想和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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