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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传媒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在线播

放音像混成的动态画面，因此本站将

尝试把过去需要录音后整理成文的访

谈，用视频记录并在“本站专稿”栏

在线播放。由于这些视频文件都是先

传到优酷网再用外部连接的方式链接

到本站，因此无法避免优酷网的网络

商业行为。本站“视频下载”栏将改

成“视频专栏”，也采取把视频文件

传到优酷网再链接到本站的方法。如

果您想避免成为优酷网在线商业宣传

的对象，请不要点击本站视频文件。  

2、本站免费刊登展览信息和个人作

品。展览信息包括电子海报、简讯文

档、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作品要求

表明尺寸、材料和创作年代，如果是

展览预告，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的图

片可以在开展之后补发给我们，否则

我们将不保留该展览信息。个人作品

要求有个人风格，并为具有探索与创

新的风格，数量在４件以上，艺术市

场上热销套路风格，本站一概不与刊

登，展览信息除外。这是本站鼓励创

新和尊重创作自由的学术定位所决定

的。所有图片请把像素调到

800X600，高宽相加等于1400  

3、本站“视频下载”拦目欢迎40MB
以下的avi格式的压缩文件，内容可以

是video作品、访谈录像、名人生平

录像、行为艺术录像、重大展览与学

术会议录像。超过40MB以上的稿

件，请分成上下集或多集，我们将采

取连载的方式予以发表，连载最多不

超过400MB。其他内容的avi稿件，

请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

尽量考虑发表。本站工作邮箱：art-
her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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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屑和废弃中的道场——读焦兴涛的雕塑近作 

一、道在屎溺与雕塑何为 

      《庄子•知北游第二十二》记载，东郭子问庄周，道在何处？庄子回答，“无所不在”；

东郭子再三追问其详，庄子应答：道在蝼蚁；道在秭稗；道在瓦甓；最后说，道在屎溺。到这

时，话已经说到了尽头。 

      如果拿东郭子的问题问雕塑家，雕塑在哪里？雕塑家们该如何作答？ 

      当我们面对焦兴涛2004年以来的这批雕塑新作，面对这些废弃的包装盒、嚼过的口香

糖、用过的牙膏皮......；人们可能也会想到这个问题，雕塑在哪里，这些酷似废弃物的东西究

竟是不是雕塑？ 

      这个问题绝非可有可无，而是大有深意。 

      在人类雕塑的历史上，人们用雕塑造神、拜神；造人、颂人；忙乎了几千年，到后来，忙

出一个“上帝死了”，“人也死了”的时代。到这个时候，雕塑开始找不到方向。 

      多少年来，雕塑的优势就是它内在的神性和理想性；它的庄严、肃穆和单纯的品格。如

今，当雕塑的这些传统品格不断被消解，不断遭质疑的时候，“雕塑何为”的问题便像一个巨

大的斯芬克斯之谜，横阻在现今每个雕塑家面前。 

      其实，就是在雕塑的黄金时代，也就是神学的时代，雕塑艺术本身的那种感性的、材料

的、物质的属性也常常会遭到质疑。雕塑表现的对象尽管很崇高，但是它的手段和材料毕竟是

具体的，有限的；而神性和终极如何由这种具体、有限的方式来担当和匹配；无限和绝对如何

由感性的物质来承载和寄寓？万能的神怎么可以化身在污浊的墙壁上，变换成低廉的泥土或木

头？ 

      这是一个深刻的两难命题，当然，这是古代的问题，是雕塑的对象和呈现材料的问题。在

西方雕塑的历史上，一直有所谓偶像崇拜和反偶像崇拜的争论；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反偶像

崇拜的禅宗“丹霞烧佛”的故事。 

      还有一个当代的问题，这就是雕塑对象本身的问题。当雕塑所表现的“伟大”的对象消失

以后，雕塑承载神性、普遍性和理想性的文化功能消褪以后，它新的对象应该是什么？雕塑家

的工作方式和材料方式还在，但是对象已不在，在这种情形下，雕塑何为？ 

      只有在这样的问题背景下看焦兴涛，他这批作品的意义才会真正的凸显。显然，焦兴涛通

过自己的作品把当代文化条件下的雕塑何为的问题推向了一个极致。和装置、行为、影像等艺

术对雕塑的冲击不同，焦兴涛在另外一个维度，在雕塑自身的维度，以其作品的彻底和大胆把

雕塑逼向了在当代最富有哲理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让雕塑之所以成为雕塑？答案在当代文化中，在当代社会中。 

      当代社会是一个世俗的社会。在这个日趋现实的世界里，雕塑艺术曾经有过的宏大目标日

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它赖以安身立命的神圣和庄严面临着洪水般汹涌的当代大众

文化的冲击；它引为自豪的永久性，在消费文化所注重的一次性拥有面前手足无措……；雕塑

的日常生活化和形而下的美学转向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焦兴涛的这批作品在客观上成为重新寻找雕塑意义的一种努力，在琐屑和废弃的物品，他

似乎在重新寻找雕塑的尊严和价值；寻找雕塑面对当代文化时新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当雕塑告别了一个时代，当它的意义和价值不再是简单地由它所表现对象所决

定的时候，雕塑只有面向新的文化问题，面对当代生存空间，重新建立雕塑和人的关系，只有

这样，雕塑才有可能重返自己荣誉的殿堂。 

      焦兴涛所关注这些废弃物品，其实处在消费社会的最低端。它们因为曾经满足过人们的消

费需要而完成了它们的物理生命；而且，它们一旦被抛弃，它们的猥琐、肮脏和不堪将足以让

人们掩鼻侧目。 

      将它们堂而皇之地拿来作为雕塑的对象，是对传统雕塑对象180度的逆转。这几乎就是雕

塑的绝地，然而，对象尽管奇险和荒诞，但是它们终于没有成为雕塑的葬身之处；恰恰相反，

焦兴涛的这批作品的意义就在于，他让琐屑和废弃成为了雕塑的再生之地。 

      我们何不在古老的思想中寻找智慧？既然“道在屎溺”，那当雕塑面对废物、垃圾这样无

意义、无价值的对象时，有何不可以绝地逢生，发生“化腐朽为神奇”的美学转化呢？在琐屑

和废弃中，焦兴涛建构出雕塑艺术的新的道场。 

      雕塑如果能以这样的方式给人们带来新的视觉经验，让生活中的废弃成为审美的对象，让

垃圾建立和人的思想的关联性；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雕塑艺术的这种新的诞生而欢欣

呢？ 

二、被包装的欲望与穿透遮蔽的想象 

      即使如此，人们可能还是会问：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是什么使雕塑发生了这样的变

化，这种变化和当代社会的逻辑联系是什么？ 

      消费社会的生存现实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品成为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关联的中介物，消费成为人的存在的本体

论的证明，即所谓，“我消费，我存在”。 

      消费社会以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为目的，所以，它必须不断为大众制造新的欲望和需要。

在这种商业运作的结构中，包装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一方面激发和诱导人们的消费和占有的欲

望，同时，它还努力建立起一个符号系统，将对这种符号的占有与个人的身份、地位联系起

来，甚至虚拟地与个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联系起来，在这种精神假象的基础上，营造一种丰盈

的幻觉。 

      我们注意到，在焦兴涛的这批雕塑中，他更关注的是物品的包装形态：如各种包装盒，如

箭牌口香糖的包装纸，如各种包装纸所包裹着的物品。包装是一种遮蔽，是一种欲望的化妆。

在消费社会，商品的价值已经不再取决于它本身是否满足于人的需要已经是否具有交换价值，

而是取决于它在交换体系中的代码意义。仅仅因为包装，因为品牌，它就具有诱发人们购买的

欲望。 

      焦兴涛别具慧眼的地方在于，他没有表现消费社会光鲜入时的一面，如艳俗艺术和一些卡

通艺术那样，而是选取了消费过程的末端——它的废弃物；他放弃了这些物品在登场时闪耀和

亮丽，而是捕捉它退场后的暗淡和落寞。 

      这是一种反讽，也是一种警示。当代世界的物质主义，让人慢慢地变成了物质性的人，人

在消费欲望的驱使下，成为不断攫取而又不断排泄的机器。波德里亚曾经这样说：“我们既被

吞食，又被吸收和完全排除。列维—斯特劳斯划分了两种文化：吸收、吞食和掠夺的文化——

吃人肉的文化，及呕吐、排出、驱逐的文化——吸人血的文化……但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

当代文化似乎在两种文化之间，在最深入的结合，功能的结合，空间的结合，人的结合和最激

进的排出，几乎是生活必需的排斥之间实现了一个引入注目的综合。” 

      在吞噬和排泄的消费过程中，排泄物，也就是废弃物更具有悲剧性的震撼力。有关统计表

明，在每一年里，英国人扔掉25亿块尿布；日本人扔掉3000万个一次性相机；德国人扔掉

500万件家用器具。而全世界每年扔掉的瓶子、罐头盒、塑料纸箱已经超过20000亿个。它们

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污染与破坏是可想而知的。 



      我以为焦兴涛作品还不仅仅只是从生态、环保的角度来看待废弃物的问题；他更强调的是

从哲学、美学的角度看问题，他在对这些废弃物的放大、强调、艺术化处理的过程中，他试图

探讨人性、探讨欲望、探讨欲望的被包裹，以及唤起人们穿透包装的遮蔽的想象。他试图在重

新思考物与人的相互关系中，重建人的主体性，让这些废弃物和当代人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对

话关系。 

      当代人之间恰好处在一种缺乏交流、锁闭心灵和充满误解的现状中。当我们转向一个与物

质和欲望有关的视觉场景的时候，焦兴涛的作品精心地设定了物和人的视觉关系：“真实的谎

言”和“虚假的真实”；它们是逼真的，但又是变形的；它们是常态的，但又是让人惊赞的；

它们是熟悉的，但又是陌生的……。这些作品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混合情形：由于视

觉真实和与消费经验的贴近而产生出来的快感，与包装物的被放大和变形所产生的荒诞感和奇

异感形成了一种“犹豫的快乐”。正是在人人都很熟悉的物品的基础上，人们解除了封闭和误

解，它们从共同的视觉经验中，产生了需要达到某种理解和沟通的需要。 

      我相信这些物品的创作者其本意绝非要当一个说教者，刻意地想告诉我们什么。我更欣赏

的是这批作品的那种冷峻、静观的方式，它沉默而不张扬，有时候它故意混淆雕塑和真实物品

的界限；混淆视觉和触觉的界限；有时它又会不经意地表现出艺术家人为干预的痕迹，例如让

物品流淌，把包装纸贴反等等。 

      如果说，包装在商品上的作用，是让人们产生购买欲望并产生解除包装的诱惑，而焦兴涛

对废弃包装物的表现，则是通过废弃这种“结果”，诱导人们对它“前因”的想象，这是一种

试图穿透遮蔽的想象；这种努力，使观看成为一种思辨：废弃物、包裹物、以及观看本身都因

为观看而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意味。 

三、精细的手工与以物参禅 

      消费时代的艺术，最大的危害莫过于思想和智慧的退场。而机械性的速成和复制，让思想

变得空泛、轻浮和不真实。而让思想在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身体也在场，只有这样，思想才能

真正地找到自己的附着物。 

      当代艺术既有它的观念策略，也有它的身体策略。当艺术家用手工进行劳动的时候，当它

把某种观念通过时间的过程而逐步呈现的时候，这种身心统一的状态让艺术仍然保持了它应有

的价值和尊严。 

      焦兴涛的这批作品虽然具有很强的观念性，但是，它有十分注重手工，注重塑造，注重时

间的过程，这是他这批作品具有特别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只有当艺术家的肉身也投入参与到艺术中来的时候，这样的艺术便带有了艺术家的体温。

在这个时候，人们会发现，技术其实也很重要，它不仅是艺术家思想在场的重要证明，也是艺

术观念得以承载的必要手段。 

      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是艺术与人的身体的关系。一切技术都是人的肉体和神经系统为增加力

量和增加速度所作的延伸。在焦兴涛的这批作品中，我们看到他的方式是小题大做，废物精

做，粗事细做；没有精细的手工，没有专心的制作和投入，就没有如此的视觉效果。 

      焦兴涛自己也说：“我更重视的，是这个过程（泥塑塑造）的存在对于我和对于观者的意

义。我很喜欢这样一个描摹对象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非常的平静和放松，甚至不需

要思考，更接近一种体验的状态。我只关注对象的各种复杂的起伏，微妙的变化，通过我的塑

造来固定对象的柔软、易碎、转瞬即逝。每次面对完成之后的泥塑，我总有一种感动和崇高

感——有点离谱！？但却是事实，相对于描摹对象的复杂、随意和无序，单色的泥塑带给我庄

严的感觉，就像纪念碑。” 

      我相信他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焦兴涛的作品除了这组作品外，他以前的那些金属焊接雕

塑也十分具有制作感。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的劳动除了是创作过程，同时也可以视作是以物参

禅的过程。 

      人和物之间，心和身之间，永远充满了参不透的禅机，崇高与卑下，荒诞与严肃，嬉戏与

深刻，真实与虚拟就这样缠绕在一起，如同眼前这个纷纭万象的社会。 

      正是这种参禅的过程，使雕塑开始了重返自身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在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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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外同一，古今一理，雕塑家都在面对自己的问题，心中充满了虔诚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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