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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一般人。 

献给行走于街头的无名英雄，无所不在的角色。在我的叙事的开端，借着召唤这个提供我叙事开展与必
要性之从未出现的人物，我探究一个欲望，这个欲望所无法企及的对象，恰好是这个从未出现的人物所
代表的。当我们把过去通常是为了赞颂神明或伟大的缪斯而献祭的作品奉献给一般人时，我们祈求这个
声音几乎和历史潮流的声音没有两样的神谕所允诺与授权我们诉说的是什么呢？ 

 

——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1 

 

 

一个身影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行，他背负一块广告牌一样的木板，上面写着“厉槟源工作室”，经过城中
村、艺术区、商贸中心和胡同，以及那些对他侧目而视的人群（厉槟源，《缓冲》）；两个年轻人分别
从城市的两端出发，各自持手机一路拍摄目之所及的街景，那些被锁闭的小区，被铁板挡住的立交桥
洞，最终在一扇将她们阻隔的水马两端相会，透过栏杆交换手中的物资（万青+张涵露，《水马再
见！》）；一个人拖着音箱走过高低不平的街道记录着步行的乐曲（周璋，《生活的颤音》）；一个人
在柏油路边种菜（崔广宇，《城市按摩：逆袭种植》）；一群人抬着独木舟跋涉在大年初一的武汉，从
武昌东湖一直扛到汉口江边（路上行舟）……这些在街道上行走的身体组成了一种节律，一场延绵不绝
的运动，一种各异而同存的关系，它们也创造了一个个时刻，仿佛生活的规则在这一瞬间被悬置、改写
或重新建构，仿佛我们的想象在这一瞬间溢出边界直接呈现为当下的现实。行走的身体重新定义了街
巷、建筑、城市和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步行其实并不需要指南，它本身即是指南——关于如何创造和
再度发明生活：一种复数的、共同的生活，真正可欲的，自由和自主的生活。 

 

“我们的行走同时也在越界，在以偶然的、戏谑与临时的事件、行为、关系，来对抗规范的事物。”在
《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德·塞托描述了一种关于行走的修辞学，当人们在城市中行走，他/她也在和周
围世界互相作用，行走的人占用了城市空间，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空间，通过移步换景模糊了空间的界
限，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故事。2无名者通过行走开始书写自己的空间叙事，将所见、所及和途经的一切
都变作了自己的艺术，也将沉默诸众被挤压到不可见边缘的生活重新带回城市的舞台。步行者启示我们
艺术应当是弱者的武器：在充满了各样张力的城市空间里，面对既存的结构与政策，被分散的个体总是
可以通过“战术”或“对策”（tactics）来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微观的抵抗和反拨。弱者因此得以运用智
慧、对策、斗争性与诗意，在一个被权力策略管理和规划的空间内游动，像游击战一样随时随地找寻，
掌握位置来建立自己的空间、社会关系和可能的微观政治图景。3在“步行指南”展览中，我们不再将行
走局限于浪漫艺术意志的神话表述，也有意同种种以“艺术式研究”或以田野调查为代表的、方法论先行
的知识生产拉开距离，这里的行走更多关乎一种日常生活的批判与再造，一些深嵌于日常情境中间的行
动，一种诗意的政治美学。 

 

或者更像一个邀请——如果你愿意尝试跟随年轻人在节日般的气氛中走遍一个岛屿，学习、认识和共同
创作（44 月报）；或是在街角停驻，和街坊们一起制作一幅春联，放映自制的影片（路上行舟）；也
可以像白双全那样，在陌生或熟悉的城市走走探探那些在地图装订夹缝中被吃掉的，看不见的小路；或
学着松郎去找寻大楼门廊、地铁口还有天桥栏杆这些“天然”形成的斜面，玩一次滑梯。同样，也许你会
由此走进被区隔的现实，被挤压的生活，被禁止和被剥夺的群体，从而在身边发现那些被遮蔽的边界，

 
1 转引自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5677.html 

2 ibid 

3 ibid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5677.html


 
 

 

 

 

Address: 798 Art District, 4 Jiuxianqiao R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Mailing: Long March Space, Beijing. P.R. China, 100015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4 号 798艺术区 | 邮编 100015  

 

以及其中的空隙：一位普通的路人是如何尝试穿越藩篱；在即将拆毁的城中村，一个沉默的身影最日常
的行动轨迹又是怎样；街头的小贩如何动用他的生活智慧和谋略，去逾越甚至摧毁由职业设计师创造的
控制系统……无论是借助临时的创造性干预，还是生活智慧与策略的驱动，在这里总有一种微小、即身
的抵抗，在最具体和不可预知的意义上雕塑着情境，发动着颠覆和突袭，在现实的铁帖上敲击出一丝形
状莫测的裂隙……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展览论述将不再以展现艺术家的特殊性、才智和意志为任务——虽然作为“参
展艺术家”的每位参与者以他/她们“行走于街头”的实践一次次将德·塞托所勾勒的那种战术-艺术出色地
带回生活本身——而是企图展示，日常生活的艺术并非艺术家的专利，它也是普通人得以开始书写自己
的存在与历史的实践。在生活的阵地，普通人和艺术家同样地握有反拨、抵抗和越界的可能。也是因为
如此，我们期待着观众在展览中的“行走”、探索和积极地卷入，而无意于提供一个观察角度或知识样
本。外部性的视角常常会带来一种错觉，好像那个抽象的、观看和认知的主体可以抽离于那些被观看、
被展示和被表征的事件、行动与人物。然而在具体的、日常化的行走之中，身体被展望为一种实践-感
觉的总体，一种认识的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才得以发生。4在展厅中的行走和体验与其说是“参与”，不
如说是对于真实经验的唤起，和即刻掌握主动权的觉悟，以及实践/尝试的欲望。 

 

也正是因为如此，为了让行走能够优先于观看，展览邀请艺术家李怒重置了整个展场空间，在协商的基
础上将艺术作品置入一个如现实一般含混的空间构架之中。这个由防火材料岩棉搭建而成的，纵横曲折
如同街道又似废墟的结构，既是作品，也是展览的呈现基底。它以其独特的材料（岩棉与火山岩同构，
但本身阻燃）和概念（艺术家将之命名为《延绵》）而具备自立性，同时又承担起结构性展墙的功能。
通过引入一个既指涉又平行于现实的，兼具功能性和象征性的空间构成，我们期待能够（至少是部分
地）搅动白盒子的中立和静止，重新设定作品呈现的语境，在对照、相遇、抵牾和呼应等多重相处方式
之中，复现并指向现实空间的动态力场网络…… 

 

最后，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引述的这段文字，它来自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开篇的题献，也是
这个展览所怀有的一个小小理想。当然，在作为漫长革命的二十世纪中，无论是历史先锋派及其美学遗
产，还是各种版本的无边的现实主义者，抑或是对于艺术民主化进程的书写和批判，我们总能瞥见这无
名而无所不在的“一般人”的身影，以及围绕它展开的种种激辩、论争、追索和碰撞。然而，这里面仍然
存在一种袒露得如此自然的缺失，就像我在这个展览的筹备和这篇论述的写作中常常困惑而尴尬自问
的，当德·塞托以一种近乎颂歌式的修辞来召唤那个从未出现的主体，萦绕其间的除了情境主义国际“最
后的先锋派”理想的余晖，是否也暗示着迄今为止，我们似乎仍缺乏适当的语言来描摹属于“一般人”的
主体性状态，去辨析以及廓清这些无名者之于自主性的文化和艺术的意义。是否我们可资借鉴的范例是
如此贫乏，以至只能回头投向神明或缪斯这些已然过时的类比。关于文化和艺术的激进想象，在多大程
度上仍延续着精英主义和个体神话的旧酒新盛，这一点需看看周遭的现实，就会让人不胜唏嘘。真正属
于“一般人”的艺术，莫如说是一种朝向乌托邦的冲动和尝试。只是即使在今天，面对一个即将耗尽的未
来，我们仍然无法停止梦想，无法停止脚步，哪怕仅仅，行走者走出的只是他/她自己。 

  

 

关于策展人 

 

李佳是一名生活在北京的独立策展人，写作者。曾任泰康空间高级策展人（2015—2020），佩斯北京画
廊副总监（2012—2015）。她近期主要策划展览包括“空间三种@云雕塑学术邀请展”（松美术馆，北
京，2023）、“张晓刚：蜉蝣”（龙美术馆，上海，2023）、“转角见：当下青年艺术奖 2022”（博乐德艺
术中心，北京，2022）、“汲物之思”（金鹰美术馆，南京，2021）、“故乡：海波和他的北方”（坪山美
术馆，深圳，2020）、“饥饿地理”（泰康空间，北京，2019）、“制性造别”（泰康空间，北京 2018）、
“漂流”（现代汽车文化中心，北京，2018）、“日光亭项目 2016/2017”等。她于 2017 年获第一届
Hyundai Blue Prize 创意能量奖，于 2021 年获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奖助。李佳目前在
德英基金会策展学者项目任访问学者。 

 

李佳是 Artforum 中文网、《艺术界》（LEAP）和《燃点》等国内艺术刊物的长期撰稿人，艺术评论亦
发表于《Artforum》、《AsiaArtPacific》、《Flash Art》、《YISHU》等刊物。她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
院和经济学系，获法学及经济学双学士，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获美术史硕士。 

 

 
4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商务印书馆，2020，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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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简介 

 

44 剧场是 2016 年发起的跨学科、跨城市的合作网络，以空间中的概念装置加上空间外的社区参与和构
建、成员日常相处和自我教育这样的复合式结构所构成，参与者包括策展人、艺术家、电影人、研究
者、活动家、出版人、音乐人等；44 月报是 44 剧场的延伸，从后新冠时代的共同体验演化而来，相互
隔离的个体通过集体写作、编辑、设计构建一个个临时创造力共同体，2020 年初发起，至今已发布 9

本出版物、4 部影像、1 部广播剧。 

 

白双全，1977 年出生于福建，在香港成长及接受教育，他的创作植根于香港的生活和独特的社会形
态。2002 年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副修神学，2017 年完成哲学文学硕士。2003 年至今，他用
影像及文字，以概念和行为艺术的形式在星期日《明报》发表近 20 年之久的创作。2009 年他代表香港
参加“第 53 届威尼斯双年展”，举办个展“制造(完美的)世界”，他曾参与多项国际展览，包括“台北双年
展 2010、2012”、“横滨三年展 2008”、“广州三年展 2008”、“利物浦双年展 2012”、“亚洲三年展
2014”、“釜山双年展 2006、2016”、“泰特当代美术馆藏品展 2017”、“中国电站 II”等等。 

 

陈熹，1985 年出生，是一位多媒介的艺术家，他一直都在创造虚构的世界。他是绘画专家也是动画作
者。陈熹的大型绘画系列包括“单层绘画”，“我是你的物质”，“宇宙飞船系列”，“公主系列”，“动物系
列”，“战争系列”，“水墨画系列”等。陈熹的作品曾经在上海余德耀美术馆，东京写真美术馆，上海西
岸艺术中心，上海喜马拉雅博物馆 ，OCAT 上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K11 美术馆，视界艺术中心，
A+ Contemporary 亚洲当代艺术空间，博而励，星空间等展出过。陈熹的绘画也曾经参加过 UCCA Gala 

义拍。陈熹的动画片入围过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渥太华国际动画节，FIRST 青年电影展，新千岁机
场国际动画节等等的主竞赛单元。陈熹的动画片 3 次在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FILM”单元展出。 

 

崔广宇，1974 年出生于台北，1997 年毕业于国立艺术学院，并曾经受邀展览于威尼斯双年展、利物浦
双年展、Werkleitz 双年展，西班牙苏菲亚美术馆、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纽约雀儿喜美术馆、
东京森美术馆、林兹 OK 艺术中心。崔广宇作品探讨人与社会系统之间的适应关系，并透过行动来重新
定义或者质疑所处的体制系统，藉由超出常态标准的行为与试验，来建立一套生存与重新定义现实的方
法。艺术家将这样的行为视为一种衡量环境宽容度的媒介，并企图将存在于体制中的关系，以行动来突
显某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价值背后的荒谬。透过如此转换现实，穿越于体制或是环境障碍的测量与示
范，宣示了一种游击式介入社会的行动，并挖掘更多潜伏在日常环境的隐形关系。 

 

葛宇路，1990 年出生于湖北武汉，2013 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影像媒体专业，2018 年于中央美术学院
获得实验艺术硕士学位，现生活和工作于环京地带。葛宇路的兴趣多集中于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趣味表
达，试图通过作品调侃生活中隐藏的矛盾。他用自身对公共空间进入介入和协商，企图从中制造新的动
态关系。他的个展曾在北京公社和广州扉美术馆举办。他近期参与的部分展览包括“情的时代”爱知三年
展，日本名古屋（2019）； 无界艺术季，扉美术馆，中国广州（2019）；“家的变迁”，金泽 21 世纪美
术馆，日本金泽（2018）；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民生美术馆，中国北京（2018）；“应力场”第四届美
术文献展，湖北美术馆，中国武汉（2017）；“抗体——新视觉艺术节 2017”，华美术馆，中国深圳
（2017）；CAFAM 双年展——空间协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北京（2016）等。他曾入围 2019 

艺术 8 青年奖以及第十三届 AAC 艺术中国年度青年艺术家（2019）。2020 年，他在北京公社的同名个
展“葛宇路”荣获画廊周北京“最佳展览奖—创新奖”。 

 

何志森是建筑师、策展人和 Mapping 工作坊创始人，曾任教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香港大学和墨尔本
皇家理工大学，现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以及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设计学院兼职
教授，其作品曾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韩国首尔建筑与城市双年展、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意大
利马里诺·马里尼博物馆及墨尔本设计中心等地展出。 

 

厉槟源，1985 年出生于湖南永州，2011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现生活和工作于永州。厉槟源
以大量的身体实践，拓展了一种当代艺术在中国社会的参与度和能见度。而同时，他也以大面积试错的
行为，认知了自身范式的独特性以及范式转移的途径。他艺术实践的动机是通过身体互动来了解自己所
处的空间和物质环境，以便质疑和超越我们对环境所强加的规范和意识形态；正如他所言，身体不仅与
周围环境不可分离，也是“事情发生的第一舞台”。 

 

李怒，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雕塑系，获硕士学位，2015 年荣获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 Bursary 大奖。
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成员。现生活和工作于北京。李怒的创作植根于日常之中，将客观真实性之下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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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和主观化感受作为创作媒介，表现了对于社会大环境的普遍性感知、以及个体的情绪波动和群体
在宏观社会演变中的精神状态。他关注偶然、突发以及当下状态的真实性存在，反对形式和技巧，摈弃
视觉上的单调以及现代主义后期艺术家创作上连贯性、策略性和风格化的创作范式，探索装置艺术、当
代雕塑、实验影像以及现场艺术等的各种可能性。他颠覆纪实与虚构、再现和抽象之间的感知界限来探
索和实践当代艺术的语言。他把一切事物视为具有生命感知的存在，在看似信手拈来的材料运用和不择
手段的艺术表达之中，是他敏锐而丰富的艺术语言。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扩张力和穿透力，既观念又感
官，既直白又隐晦，既诗性又现实，并具有某种隐喻的、尖锐的、幽默的、诗性的和戏剧性特质。他的
作品通常是复杂的，并且包含着多重含义。 

 

路上行舟，2022 年春节期间由 jamming 的朋友、穿山甲艺术空间、复印 info 等朋友发起的一次街头过
年行动。当时他们把一艘船抬到汉口街头转了一圈。 

 

松郎，1998 年出生于江苏徐州，现生活和工作于西安。2020 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获学
士学位。松郎的创作关注人与其生存空间的关系。她切身进入多种现实场景，通过对生活末枝的的异化
来撬动惯常经验，打乱并重组日常规制，以精心营造的问离感或戏谑、或诗意地形成观念输出。 

 

万青主要穿梭在广州和武陵山地区，创作媒介多为影像（2015-），感兴趣于转化自身遭遇并搅动空
气；她同时是一名星相学徒（2018-）、44 剧场（2017-）和一起练功（2020-）的长期参与者、有限影
厅（2023-）的发起人。生活、创作、群体实践，三重与现实的交互机理透过其身体场域彼此激发和塑
造，持续滋长着复合幽微的地貌。 

 

张涵露，独立策展人、写作者和编辑。曾任广东时代美术馆策展人、Artforum 中文网编辑。张涵露
2020 年创办社区实验室，这是一个发起、策划并共同创作社会参与式艺术和跨学科合作项目的平台。
张涵露流动工作，她组织的展览和活动围绕社会议题展开，曾在珠三角、沈阳、巴黎、上海、曼彻斯特
等地策展或发起项目。 

 

曾宏，1974 年生于四川资阳，毕业于四川美院，现生活于北京。从早期对工人宿舍的描绘开始 ，曾宏
使用尺规作图的绘画方式似乎显示着与传统绘画语言的决裂。在此后的工作中，则在绘画的图像演进和
今天的现实状况之间徘徊，因而在作品脉络里常常会出现抽象和现实主义之间的裂痕。艺术家认为裂痕
是历史对个人的投射，作品则是空间和历史的产物，它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被空间与展示之间的
关系相互激发而产生的。 

 

张东辉，1992 年出生于河北石家庄，2017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现生活和工作于北京。其个
人项目包括：一个人、朋友圈和烂港（2022），拾萬当代艺术中心，石家庄。 

 

赵邦，1989 年出生于洛阳，中国美术学院肄业，现生活和工作于北京。赵邦的作品以幽默、可爱和具
有启发性的方式重新构思与设想日常事物、艺术系统以及人们界面化的生活之间的关系。艺术家邀请观
众使用新的意义和解释，来挑战人类的逻辑和常识。他的作品在更广泛的概念上组织和结构“语言—图
像”，试图探讨根植于当代技术生活景观下的意识形态以何种方式被建构与颠覆，并提供一种可能被称
为荒谬的内在逻辑体验。 

 

周璋，1992 年出生于安徽，2016 年本科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影像媒体专业，现就读于法国法国布尔日
国立高等艺术学院（ENSA Bourges）艺术方向，目前从事录像，行为和摄影等多个方向创作。作品
《第八集》2016 年入选巴黎东京宫“VIA Art Channel 中国艺术家视频艺术专场”并在巴黎东京宫展出、
2016 年入围西安金拴马桩奖，并获得石拴马桩奖，西安。毕业作品入选 2016 年“千里之行”八大美院优
秀作品联展，武汉，以及 2016 年湖北美术学院优秀毕业作品，武汉。参与的展览包括：“后来你风生水
起”——首届“俊安实验艺术”全国实验艺术专业优秀毕业作品展，北京（2017）；“Do something”，西安
崔振宽美术馆，西安（2017）；“武汉热线”，武汉（2019）；“肝胆相照——实验影像展”，澳门
（2020）；“双面景观——冰与火”，武汉（2021）；TRANSDUCTION，Le château d’eau，法国布尔日
（2022）；2022 年录像作品《口哨》（2020）入围第 44 届法国真实电影节第一扇窗单元，蓬皮杜艺术
中心，法国巴黎;“观城”，美联武福路 1 号，武汉（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