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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装置艺术的过去到未来

（一）兴起

装置艺术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场时髦艺术

盛宴，它与当时流行的“波普艺术”“极少主义”和

“观念艺术”等有一定的关联。当时无数的画家、雕

塑家都赶着潮流，积极地进行“装置艺术”的创作。

到20世纪末，装置艺术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主流

艺术形式，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旧金山等国际一线

城市专门设立了装置艺术美术展馆，众多艺术院校也

开始设立装置艺术的专业课程，以及对应的艺术学

位。

（二）发展

中国的装置艺术的发展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

期。由于当时的现代艺术市场进入低谷期，现代艺术

市场的众多先锋报刊纷纷遭遇停刊，导致许多青年艺

术家和评论家被迫前往法国和美国等国家谋求发展。

随着这批艺术家对西方艺术市场情况的深入了解，也

更加清楚地认知了现代艺术的发展前景，于是逐渐带

动起国内小范围的装置艺术的发展。直到90年代后期

中国当代艺术才日益活跃起来，广泛引起海外艺术界

的注意，由此中国艺术家开始迈进国际交流的大门。

（三）前景

装置艺术的未来发展，会受到当下人们单一的或

多种复杂观念的影响，也会受到自身发展所累积经验

的促动。装置艺术在选题内容、材料运用、情感表达

和艺术价值等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但总体来

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物质方

面的追求逐渐达到饱和，因此进一步升华到对美学、

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在全球化的趋势推动下，经济文

化的多元性发展使得民众对艺术也越来越能够接纳和

理解，甚至更多的人开始追求自己的艺术品味和体

验。装置艺术给人们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体验感会逐

渐成为新潮。

二、景观装置艺术的情感体验

（一）设计文化内涵

景观中装置艺术的设计，不仅仅是基于艺术和

设计师内心的自我表达，它还包含了对应的建筑、人

文、生态、历史等学科的知识，其构成原因是十分复

杂的。所以装置艺术的因地制宜性是界定景观设计成

功与否的因素之一。

（二）整体空间感受

装置艺术对于空间的把握是十分精确的。设计师

利用组合、延伸、压缩、虚实转化等手法，将装置艺

术作品及其所处空间进行有效的融合，带给观者更加

真实的情感体验。空间的合理性布置会增加景观装置

艺术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三）互动情感体验

现代景观设计中越来越倾向于设置具有互动性的

景观装置，旨在为观者带来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

觉等多方位的感官刺激，加上景观整体空间氛围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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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更加深层次地加深了观者对景观装置的沉浸感。

其良好的互动性，成就了艺术家、作品本身与观者三者

之间的相互感应，更易于观者去体会作品中的内涵，并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底蕴从而产生独有的思

想解读，增强了景观装置艺术的沉浸式体验感。

三、现代城市中的景观装置艺术

（一）案例分析一——白昼奇境 ：White Upland

（未来峯前场）

1.项目背景

该项目是俞挺的Wutopia lab工作室在中国湖州吴兴

区设计的一个房产售楼中心的销售前场。如图1所示，

这个3300平方米的钢铁花园是俞挺团队第一次把建

筑、景观、室内、照明、装置艺术综合在一起而创作

的魔幻现实主义场所。他把一个销售中心的前场变成

一个周边地区都可以共享，甚至整个湖州人民都可以

使用的开放的超现实主义花园，它就是一个反Generic 

City（广谱城市）宣言。

图1 White Upland（未来峯前场）

2.项目分析

（1）设计主题。俞挺2018年曾在《时代建筑》中

的一篇文章《必须主观：客观的当代设计无法继承主

观的古典园林》一文中提出了主观性设计态度。在接

到White upland项目的时候，他决定用当下自身的生活

经历和内心体验作为出发点，以“梦境”为主题，希

望创作出一个场所，它能够让人有那么一个瞬间脱离

现实的束缚，忘记生活所带来的压力、痛苦以及时间

加诸于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焦虑。置身其中，你仿佛

在做一个真实的白日梦。它将是一个能让人忽略时间

的场所。正如维特根斯坦感慨的那样“唯有当人不活

在时间之中，而只活在当下，他才快乐”。

（2）情感体验。在White Upland的入口处是一个

红枫环抱的水墨园。50吨黑山石所组成的一个仿佛水

墨般平静的画面。紧接着是进入花园前的“山洞”。

在这里的暂时冷静，为接下来穿越的视觉盛宴做好准

备。

花园的边界是500多根6米高的钢柱，它是一个

半透明的状态，在视觉上明确了“梦境”和现实的界

限。但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两个世界隐约交织的视

觉感总是让人恍惚自己到底是置身梦里还是梦外。这

个魔幻现实主义的钢铁花园作为前场消解了售楼中心

平淡的立面。它是一个关于重新认识自己及时间的新

场所，像是一个平凡都市中真实存在的梦境。

他参考了玛格利特的绘画，用108根巨大的钢铁

制成的三叶草装置，创造了一个有岩洞、山丘、溪

流、泉水、巨石和荒原的巨大森林，并以设备模拟了

星空、云朵、晨霭、迷雾、鸟叫、花香以及篝火。所

有装置都是由精致的白色几何形式构成。在斑驳的光

线中，你会遇到晨霭、迷雾以及篝火。这一切都是白

色的，抽离所有物体的物质性而让一切显得不真实。

“走出森林的底部，光在树干间出现。”置身巨大的

森林中，你的身体仿佛《爱丽丝梦游仙境》中一般缩

小了，秋千和旋转木马带你回到童年。森林的空地中

隐藏着117个喷嘴，不经意间喷出的泉水带给你未知的

惊喜。现实世界的巨大钢铁混凝土哥斯拉剥夺了我们

的嗅觉和听觉。但在White Upland中，鸟鸣、水雾和花

香让我们压抑的内心得以解放，你甚至会情不自禁的

在白色山丘环绕的林间跳跃奔跑。

White Upland的总体轮廓是一个无限大的符号。梦

可以无限大，希望也可以无限大。转瞬即逝又自相矛

盾在White Upland这个场所里具有了更永恒的意味。它

带给观者的不仅仅是梦想，也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的

一个神圣空间。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景观花园，也可以

说它是一个大型装置艺术，这便是景观与装置艺术的

融合所给人带来的情感体验。

（二）案例分析二——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双层广场

1.项目背景

该项目由罗伊·格鲁斯（Roy Grounds）设计。

地处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简称

NGV）国际馆雕塑公园内，这是一个NGV建筑协会于

2019年展出的装置艺术作品。该项目企图在公共场所

寻求一种具有挑战性的介入。多年来建筑协会在花园

内展出后遗留的作品已成为如今环境艺术形式方面的

重要参考，尤其是考虑到未来这些临时装置的演变，

以及在整体景观中担当的角色变化，甚至透过建筑角

度的可演变方向。该装置是花园的一道景观，它不仅

仅是一个装置艺术作品，更为人们提供了可挖掘与探

索的空间。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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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双层广场平面图

2.项目分析

设计师在这个不规则的场地里，用拼贴手法将

草坪、广场、围墙和休闲设施等一系列装置高低错落

叠加，组合成一副诉说历史的建筑画像。把人们对原

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的记忆碎片拼接在一起，时间流

逝的作用使这些记忆中的碎片并不能完整的串联起

来，它更多的像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人们记忆中的画

面并不是平面的，而是一种立体的、交错的复杂空间

关系。该装置引入“拼贴”的这种新的符号语言，不

仅阐述了花园内现有的元素，而且定义了新的空间体

验。

双层广场的半围合方式限定它的建筑空间，也

定义了花园里那些可利用的休闲空间。季节性的树木

花草和旺盛生长的野生植株掌控着所有绿地，并任由

这些空间自我规划和发展。人们可以尽情探索装置与

景观之间的协同关系。折叠的围墙、倾斜的草坪、走

廊、雕塑等等，它像是美术馆的延伸，又如同浓缩的

精华。该项目为人们既提供了关于建筑的新的记忆空

间，又让景观恰到好处的融入了建筑空间。

四、装置艺术在景观中的情感体验分析

通过综合案例分析研究可知，景观中的装置艺

术通过其自身内容、景观展示场地以及材料和时间空

间的综合运用，给观赏者带来的情感体验是超出作品

本身的。艺术家进行景观装置艺术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来源于生活环境中，然后创作出的作品放置到一定空

间，随着观者的体验和感悟而重新融合到生活环境中

去。景观装置往往通过隐喻的手法与观者产生互动，

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不仅是设计师想要表达的观念，

更重要的是观者自身探索出的意蕴。这便是景观装置

艺术所带来的精神和情感价值。

五、结语

景观装置艺术想要给予观者丰富的情感，便要

要求创作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生活经历。作品所表

达出的首先是感知层面，其次便是隐含的深意。隐

藏在感知之后的便是观者所追求的情感体验。杜尚

说：“艺术的创作可以是任何材料，任何的形式的创

作。”我认为最好的艺术作品都是从生活中来，到生

活中去的，是生活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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