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设计的名义
共享城市艺术盛宴

“佛双中国展”在甬举行
记者 史旻

菜场变艺术天堂、会“交流”的名家作品、在宁
波“捕捉”从台湾吹来的风……7月3日下午，佛罗伦
萨 （中国） 国际设计双年展 （以下简称“佛双中国
展”）在甬开幕。从筹划到布展，历经近一年，这个
世界级展会终于在宁波美术馆揭开神秘的面纱，共有
来自150位设计师的193件作品亮相宁波。

据了解，佛罗伦萨双年展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
末，是当今世界最富盛名的艺术展之一。本次佛双中
国展也是佛罗伦萨双年展组委会首次授权一个国家、
由一个城市有序组织国内外艺术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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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到日用品创新，从抽象的
平面设计到看似如云阁般的首饰设计，本次展出的作
品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设计作品的数字
化表现形式成为本次展会的一大看点。

在宁波美术馆三号馆内，一个密闭的专题展厅引
起了许多观众的好奇。这里展出的是著名甬籍旅美艺
术家盛姗姗的数字媒体作品《地球元素》。这也是这幅
数字作品首次在国内亮相。

走进这个展厅，一个小朋友正兴奋地对着五块4.6
米高的电子屏幕跳动挥手，而这五块电子屏幕就是这
组设计作品的载体，五个画面分别代表森林、海洋、
崇山、动物与天空。让人称奇的是，随着小朋友的肢
体变化，电子屏幕的画面也随之感应，产生波纹律
动，明亮的色彩与流动的光线，让作品拥有了极强的
交互感。

而在《地球元素》展馆的另一侧，一股从台湾东
部吹向香港的“风”被捕捉到了宁波展览的现场。将
数据转化成其他媒介语言，是香港新媒体艺术家林欣
杰常用的创作手法。本次佛双中国展中，他展出的作
品《稻浪随风》以台东的风吹向香港为概念呈现，即
时撷取台东当地的风向与风速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到
香港展场的稻草机械装置作品上，从而变换稻草机械
装置的运动方式，给在场许多艺术爱好者刷新了“世
界观”。

林欣杰表示：“这是我第一次来宁波，在此前我曾
了解到宁波是一座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城市，我非常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和一些本土设计师进行深入的
沟通交流，得到一些新启发。”

除了极具交互性的数字媒体作品，一些奇思妙想
也让观众领略了艺术世界的无穷魅力。

在平面设计师梅数植带来的作品《红石板农贸市
场》中，购物袋、围裙、价目牌等一系列颇具烟火气
息的产品吸引了大量围观者驻足，人们好奇地惊叹
着：“这些不是在菜市场才有的东西吗？”

的确，这些产品其实来源于他为杭州一个农贸市
场做的翻新项目。他在设计中，没有过于复杂的图
形，只是通过中英文字体的排列组合表达。

盛姗姗是著名甬
籍旅美艺术家，也是著名

翻译家草婴的女儿。作为包
豪斯艺术风格第三代传人，她在

世界各地举办个人展览四十余次，其
作品被世界多个博物馆收藏，50多件公

共艺术作品在世界各地永久落地。
在本次佛双中国展上，盛姗姗带来的多媒

体数字作品《地球的元素》让人眼前一亮，成为展
会的最大亮点之一。
盛珊珊是如何走上艺术之路的？对于艺术创作，她又

有哪些独到的见解呢？日前，商报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

家学渊源深厚

很少有人知道，出生于上海的盛珊珊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
她的父亲就是著名甬籍翻译家草婴（原名盛峻峰）。母亲是文艺编辑室主任，自

小长大的大院里还住了不少从事文化艺术相关工作的家庭，盛姗姗的成长环境可以说
是艺术氛围浓厚。

从小，盛姗姗就挖了不少父亲的“宝藏”，既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册，也有早年
俄罗斯画家的书籍，在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盛姗姗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从书法、国画，写实派油画，印象派油画，抽象表现主义，到形成自己的抽象风
格，再到三维空间作品创作，虽然沿途风景不同，但盛姗姗从未脱离“艺术创作”这
条主干道。在专注一件事这一特点上，她与父亲很相似。

父亲曾这样告诫盛姗姗：“你要搞美术，你就要一直搞美术，你不要今天搞美
术，明天搞写作，后天搞电影，人不是全能的，只有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放在一件专业
的事情上，这样才可能有一点成就。”

“我爸年轻时候就学俄语，之后他就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俄罗斯文学。”盛姗
姗回忆道，“他一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而这件事是伟大的、困难的、专业的。”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盛姗姗在艺术这条道路上也从未动摇过。

紧跟时代潮流

1982 年，盛姗姗赴美留
学，在美国蒙荷利约克学院研究西

方文化和西洋美术史，后考入美国麻
州大学，取得艺术硕士学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求学期间，她的导

师是包豪斯色彩理论创始人约瑟夫的学生，使盛
姗姗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了包豪斯色彩理论和抽象

表现主义理论这一美学思想，这对她此后的艺术创作起
了很大的作用。之后，盛姗姗结合中国文化理念，逐步形成

了自己的抽象表现风格。
盛姗姗的第一个大型的空间作品创作于1986年，主题为

《文字的演变》，置于美国麻州大学图书馆内。公共艺术作品创
作及多媒体应用，则是盛姗姗1999年以来的主要创作方向。

“从流行趋势来看，二维空间的作品在公共空间已经很少见
了，即使是平面也大多选用马赛克、浮雕等有立体感的材质制
作。”盛姗姗说，“一个城市需要公共艺术领引，大型雕塑可以
帮助城市提高文化艺术氛围。”因此，她的创作方向跟随时代进
行了变化。

而在盛姗姗现阶段的各类空间作品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
绘画、雕塑、多媒体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也使得她的作品
更加难以复制。

比如，《地球的元素》，这是在其去年创作的公共艺术作品
《绽放》的基础上进行数字化重组而成，“这一作品本身就像5个
山峰般的雕塑，多媒体作品将原作油画通过多媒体渲染、编
程，结合绘画、建筑、音乐、光效、多媒体等多种形式，增加
沉浸式互动，参观者可以挥动双手，用肢体感应使画面跟随着
动起来，与作品交流对话。”盛姗姗介绍道。此外，这一作品的
背景音乐也值得关注。“这次我们制作配合了两首音乐，一首是
意大利作曲家的原创作品，另一首是体现江南风情和宁波特色
的《梁祝》。”

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盛姗姗的作品都越做越大。“越大越
难。”喜欢挑战的她，总给自己出题。例如，置于深圳的《绽
放》，高8.8米、宽8.5米、长7.3米，由400余块艺术玻璃组
成，单是主体结构的搭建和安装，就用了将近三个月，再配合
多媒体，难度可想而知。

传统文化的拥趸

“我到哪里，都是一条小鱼。”谈到作品与中国文化的渊
源，盛珊珊这样形容自己。

1985年，盛姗姗为自己的毕业作品《丝绸之路之行》注入中
国传统文化生命力，此后，她的几乎所有作品都与中国文化有关。

沿丝绸之路从西安行至敦煌、新疆，敦煌的壁画，沙漠的
色彩，戈壁的粗旷都给盛姗姗带去不少灵感。回程后，她就创
作了一大批以“丝路”为主题的油画，用绘画和色彩记录下自
己的感受。作品中既有马、骆驼、牛等行走在丝路上的动物元
素，也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表达，这些年来，盛姗姗经常会为
《丝绸之路之行》系列作品添上新作。

2009年，盛姗姗在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的作品《开
放的长城》，长约22米，用2200多块玻璃砖表达对长城2200多
年历史的敬仰。除此之外，她还将青铜器、唐三彩、书法、算
盘等等中国传统元素运用到了自己的创作中去。

盛姗姗曾说：“一件公共艺术作品，可以从历史和现在的角
度来体现移民对故乡的怀念。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象，不管
华人走到哪里，都会保存在血液和记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海洋里，盛姗姗这条“小鱼”一直在努力
地搅动着灿烂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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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些作品需要揣摩一下文字标签才能些许理解，但是能在家门口就看到如此丰富和高水
准的国际级展会，机会实在难得。趁着暑假，我今天还特地带着儿子来感受一下这个来自佛罗伦
萨的盛会，小朋友都舍不得走了。”从事平面设计工作的观众王先生感叹道。

在佛双展落户宁波后，佛罗伦萨国际设计双年展主席雅各布就表示了很高的期待：“中国艺术
家的数量和质量有目共睹，近年来已经有众多中国艺术家在历届佛罗伦萨双年展中获奖。我们坚
信，关于设计，中国也可以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我对宁波的印象非常好，和佛罗伦萨一样，
宁波也是个文化渊源深厚的城市，还是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港口城市，两市有着友好的关
系，因此我对与宁波的合作充满了信心。”

宁波方面有关人士表示，当前，宁波正在大力鼓励工业创新设计，支持企业
参加知名工业设计竞赛活动，中国（宁波）佛罗伦萨国际设计双年展作为佛罗
伦萨国际设计双年展的子项目，是一个能够落地宁波的国际性设计文化品
牌，意义重大。

“无论是输送中国设计艺术家走出去，还是引进全世界设计艺
术家走进来，都能传播和扩大宁波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据了解，本次展会由宁波市人民政府指导，中共宁波
市委宣传部、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支持，宁波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余姚市人民政府主办，中意宁波
生态园、宁波美术馆承办。自7月3日开幕，
至7月14日结束，为期共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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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艺术照见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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