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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然之石本来不是什么艺术，但在中国人眼里它是宇宙和自然的象征，自然之石被搬进庭园之内
，以其特有的意义，占领了艺术品的位置。
这些自然天成的石头，被称为“假山石”、“供石”、“奇石”或“太湖石”。
细微地观察这些石头，可以观想出大山大水；从宏观的角度看，它们亦是组成宇宙的基本元素：就连
我们的星球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块磨圆了的石头。
理论上，自然界中的石头，每一块形状都是不一样的，就如同我们人类。
　　“假山石”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品，它是被人们从自然中选择的“现成品”。
　　对于这个来自大自然的现成物，人们在收藏的时候都追求“天成”，即使人为修饰，目的也是为
了更似“天成”。
为了对这个造化之物表示尊重，通常人们会在花园里专门设计出一个环境用来养石，或者配上底座供
于厅堂，通常这些地方也供奉神像。
宋以后，假山石的收藏越来越普遍，直到今天，它已经从过去文人高雅的园林环境中下凡到俗世，现
在又被现代化的“政治运动”推到了十字路口、大街小巷，甚至于车辆飞速过往的立交桥上。
它看起来好像是被弃之于街头，在空旷的广场，或在玻璃建筑前处境尴尬，它被用来临时充当艺术品
，但看起来却如此不合时宜。
　　我用不锈钢复制自然的“假山石”，看起来是对“自然天成”这个观念的改变。
实际上，改变的只是表面，其内部空间仍然是自然山石的形状。
这样，虽然不锈钢假山石表面是“假”的，但它的内部实际上还是自然形状，是被掩盖了的“真实”
，因为真实的自然已经成为虚空，而这个假的表面，却在现代化的城市中重新取得了视觉真实的地位
，就像自然之石之于传统园林的位置。
　　从1995年7月开始试制第一块假山石到现在已经有12个年头了。
陆陆续续做了上百件，其中大部分收藏在海外，特别以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偏多。
收藏者有博物馆、艺术机构和私人，他们的最大特点是，都具有西方当代艺术知识的背景，同时对中
国当代艺术感兴趣，有些对中国文化很有研究，有些稍有了解，有些则完全不知；从中国当代艺术视
角切入的收藏家如前驻北京的瑞士大使乌利·西客先生及夫人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入研究的如
曾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工作过的姜斐德、杜柏桢女士等。
早在1997年，乌利·西客先生和姜斐德女士等为了收藏假山石，专门访问了我在美院研究所的工作室
。
那时，我在这个30平米的工作间接待了一些较早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欧美收藏者。
　　近几年，我在通州又建成了新的工作室，不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的研究者、收藏家、著
名学者专家、艺术家、友人等前往参观。
我把这里当作思想交流的场所，每一次都会耐心地向客人解释假山石的制作过程。
因为，对于我来说，制作的技术代表了观念的传达，它展示的实际上是一个思想的物化行为。
当然，对“假山石”该如何理解的讨论就成为这一拷贝行为的背景，而观众在来到工作室的途中，饱
览北京被拆建和城市巨变的景象，也成为这些讨论的生动教材。
由此，拆迁、变化、建设、制造，工业与自然、历史与哲学都会成为讨论的内容。
　　除了策展人，大部分访客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收藏假山石。
收藏是现实的，一旦具体到挑选，我们就不得不进入审美层面。
在同样想法的情况下，选择哪一件放在自己家里，或者是博物馆的公共空间，都是需要调动传统审美
经验的。
尽管不锈钢质地与自然山石质地有着天壤之别，但它们复杂的造型所呈现出的动态、张力和神气确实
千差万别。
传统假山石讲究“瘦、漏、皱、透”，而不锈钢假山石则不一定，这就促使我不断地寻找新的石头，
实验新的效果。
毕竟，不去把它真正做出来是很难完全靠想象把握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素园石谱>>

这样，找石头的过程又具有了选美的性质，每一块石头似乎都对你搔首弄姿，样子干奇百怪，没有一
个定力和标准，必定会把你的审美搞乱。
如果把石头拟人化，真是有高低贵贱、粗鄙细雅之分。
在这个美学的层面，我的标准尽量选择具有文人气的、古典的、雅致一些的，当然也有从力量和张力
角度的选择。
色彩和质地不限，因为不锈钢的材料本身没有颜色但可以接受所有的颜色。
标准其实也是在选择中不断调整的，选择中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凭借综合的感觉，好像平常的审美经验
和修养在这里全部派上用场了。
　　当复制的石头落到藏家手中之后，它就开始了进入社会的流程，它有可能被终生收藏，也有可能
被拍卖，也有可能被转手送到博物馆或某个新的藏家，这时的假山石已经不是工作室里的陈列品，而
是成为一个有生命的物体。
这个“有生命的物体”汇聚了当代生活的讯息，在观众(收藏者)那里成为活的艺术，也可以成为被欣
赏和讨论的艺术，这从收藏家的反馈中可以知道。
这种收藏的方式并不是面对完全不懂艺术，或是为了赚钱而前来收藏艺术的人，而是吸引了很多非常
有学识，并能给我启发的人。
回想1995年最早开始出售假山石到现在，很多与它相关的故事总是让我不能忘记，觉得非常值得一记
，特别是那些对我思考艺术和文化问题产生了重要启示，甚至影响了我以后创作的人和事。
　　这部《新素园石谱》呼应古人编纂的《素园石谱》，记录了四十多个不锈钢假山石背后的创作故
事，汇集了近一百件不锈钢假山石作品，也罗列出很多批评家、策展人的批评摘录，以此构成一个完
整的“不锈钢假山石”的世界。
表面看来，这是一次针对书籍的复制，实际上，我在这里展现的更是对作品形成与流通体系的复制。
艺术在古代不是一个简单的买卖问题，在今天也不是，但它与买卖，或者生活形式密不可分，因此也
容易让现代人产生误解，而这个误解来源于当代社会的艺术品商业买卖，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些
知名与不知名的艺术博览会。
我试图看清从古至今关于假山石这个包括收藏、评论在内的艺术品的完整社会流程，使之成为艺术行
为。
但这个事实一旦成立和被普遍接受，它又会面临新的危机：它将需要再一次被证明是否还是艺术行为
。
　　展望2006年于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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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现代艺术家展望创作了一系列不锈钢假山石雕塑，使传统文人欣赏的假山石以
一种新颖奇异的方式进入当代的公共空间。
本书讲述了他创作这些〔石头〕背后的故事，同时也从其个案，展现出目前中国现代艺术创作、批评
、收藏、流通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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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展望：1962年生于北京。

　　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现居北京。
代表作品有观念雕塑及装置《中山装系列》、《假山石系列》、《都市山水系列》等。
2000-2004年期间，策划实施了包括〔公海浮石〕、〔珠峰计划〕、〔新补天计划〕以及〔镶长城〕等
在内的一系列具有公共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素园石谱>>

书籍目录

小引自序凡例卷之一　三尖葫芦头　第一次试做有洞的石头　北京西客站落选方案　北京新图——假
山石改造方案　幸福之家　有玻璃罩的假山石　御花园　九个洞　消失与隐匿　最后的收藏　坚忍的
后背　韩国人与假山石　牙医的说法　小狗与石头　石树　归隐之石　双重对话　沂蒙山巨石与“物
的天堂”　“北宋”遗石？
　悬浮之石　诗境　凝固的瞬间　高山流水　图腾般的灵璧石卷之二　来自天堂的礼物　山水镜　镜
花园　鱼戏浮石　比利时浮石　公海浮石　瑞典浮石　镶长城　第一次“新补天计划”　第二次“新
补天计划”　玛尼石——未实现的珠峰计划　珠峰计划的实施　漂浮的仙山　为假山石开光　归还计
划　都市山水之旅　都市山水与旧金山石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素园石谱>>

章节摘录

　　有一次几个朋友来我家聚会，聊天当中，我把吃巧克力剥下的银纸揉在一起，捏成石头形状，想
象我将来可能制造出的金属石头。
朋友们都以为这个想法是我当时来的灵感，事实上，在那之前我已经开始构想制造不锈钢石头了。
　　我做的第一块不锈钢假石头创作于1995年。
多年以后，很多人问起“你是怎么想到做石头的”这个问题，我都很难回答。
或者是忘了，或者是原因太多无法梳理，或者根本就是无来头的，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指挥”。
直到有一次在接受中国文化网站采访的时候，主持人菲菲因早先与我认识，意外地提起了一次聚会，
才使我认真回想了一下如何制作的第一块不锈钢假山石。
一个想法的诞生常常是出于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综合原因，当你思考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这个“
果儿”就自然出现了。
至于假山石构想的起因，在后文的西客站落选方案中将有叙述，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第一次做石头的
情况。
　　我最早曾用锡纸拼贴过一张草图，只是那时还没有真正去做。
不锈钢锻造是需要一定条件的，除了工具外，还要有人力、物力，经济上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的老朋友齐建新介绍了一个在南京投资的香港公司，让我为他们在南京新建的娱乐场所创作一组挂
在大堂墙壁上的雕塑，我立刻就把这个想法报给他们，想借用他们在金钱上的支持，完成这个作品实
验，于是就有了这第一次的实际操作。
如果以传统的假山石标准来说，我第一次选择的石头毫无可取之处，它的形状丝毫没有什么可赞美的
特点，更不可能从任何“石谱”上找到它的出处。
它是我委托打石头的朋友从北京房山找的，最大的一块80公分长，还有一些更小的石头块。
　　不过，出处倒也不是绝对没有。
这类石头被采石场的工人们称为“三尖葫芦头”。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完全不能当作建筑材料、不可用的石头。
因为它外形像一个葫芦，两头小，中间大，至少有三个尖角，无法切出方块。
即使切出方块，也太小。
如果进行人工消耗和刀具磨损的成本核算，根本划不来。
因此，在采石场它是被弃用的石头，不用花钱就可以拿走。
所以，当我委托采石场帮我找这类石头的时候，他们爽陕地回答我：那就是“三尖葫芦头”，不用花
钱，随便给你拿。
就这样我得到了这些免费的石头。
　　对于石头的选择，自古以来，文人们都有自己的标准。
但我一开始有这个想法，是以观念艺术的逻辑来思考的选择对象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块石头。
理所当然，一块毫无用处的石头也可以。
话说回来，也正因为无用，它才可以通过置换和再造，更显出新的价值，变腐朽为神奇。
在一些广告片中，经常会有通过影像技术展现一瞬间改变物体材料的镜头，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但是通过物质手段真实地再现这个虚拟的想象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不锈钢板通常都是用于装修或大型雕塑，因为加工难度大，一般都是应用在很大体块的地方，具
有工业时代的美感特征。
与不锈钢的特性正好相反，自然石头的形状和表面凹凸则是最没有规律可循的，因此，一开始我找的
助手都说做不了这个东西。
鉴于此，我只好亲自动手作示范。
敲制的时候，声音大得出奇，可以说是震耳欲聋，我们通常会在耳朵里塞上一些棉花，以防留下后遗
症。
把钢板垫在石头上敲制，一般工人的习惯只是大概敲出凸凹，而我在自己进行操作后发现，只要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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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錾子类的小工具，就可以把钢板打入石头的最凹处，这样看起来才有石头的效果，如果有很好的
美术基础，做出来效果会更好，因为对于岩石方圆虚实平滑与凹凸等肌理效果的处理，可以显出每个
人不同的水平。
但更让助手难以对付的是按照我的要求还要抛成镜面，当不锈钢已经被打造得快成锡纸团的时候，抛
光是非常困难的，但抛光对于这个作品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大概过了两年时间，这个技术问题
才真正解决。
　　在当代艺术这方面，90年代初期多受意大利贫困艺术的影响，流行的方式是用朴素的材料做作品
，学院的教育则以仿旧为能事，镜面光亮的东西被认为是有些“俗”气的。
尽管在我们传统的美学中就有这种大俗大雅的思想，但如果不是美国杰夫·昆斯（Jeff Coons）的波普
或艳俗艺术在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我不知道当代的中国艺术圈何时会接受这种美学观念。
我以为，古代的文化物体在当时出笼的时候都是崭新光亮的，是因为岁月的流逝导致的化学反应使得
那些东西看起来陈旧，于是这种欣赏残旧的美由此诞生，这是一种感伤的美学，是对时间的追忆而非
观念。
虽然我以前也做过这类作品，但作为观念雕塑的实验，首先应该打破的就是这种怀旧的美学。
抛光镜面对于自然石头本身是对立的极致，无论如何难做，作为观念的表达确是必须要达到的目标。
　　另外一块编号为1／4的石头现存于南京滨湖休闲康乐中心。
同时还配有六个小石块，装于墙壁，取名“乐”，“乐”在古代有很多意思，包括“游乐”、“音乐
”，也包括艺术。
编号为2／4的石头参加了由冷林组织策划的国内第一次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现收藏于北京四合苑画廊
李景汉先生的家中。
　　展望用不锈钢来摹拓石头，使这些石头具有了完全人造的感觉。
自然变成了需要想象的存在；现实成为人造幻觉的产物。
这与其说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实延续，毋宁认为是现实力量无尽增长对创痛文化的一次修改。
　　冷林，《90年代中国现代雕塑》，见《是我》，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页114-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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