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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介入成都社区文化营造的实践及研究
——以麓湖社区艺术季为例

张洪刚 胡  敏

成都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麓湖社区依靠创新的美好生活机制，并借助当代艺术以激发和利用，呈现出艺术活动促进当地社区发展的过程。

其主要目的是激活社区活力，凝聚有序熟人社会。社区艺术季整合政府、社区、非政府与商业的力量，将艺术活动和艺术

作品带到社区公共空间，让艺术融入日常生活，进一步激活艺术的公共资源价值。

【关键词】:艺术；社区文化营造；麓湖社区；社区艺术季

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加快，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

在大城市里形成一个个新建小区（社区）。钢筋加水泥

的现代建筑给以冰冷的感觉，加上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

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极

大的隔阂，虽然社区环境非常好，但社区却出现了很大

程度的冷漠化。面对这样的问题，在党的十八大中提出

社会治理现代化，社区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要实现社

会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在关于社区

发展治理的问题，不仅专家学者从文化治理的角度出发

展开新的研究和实践，而且各种社会力量都在社区寻找

文化营造的方法和路径。艺术本身也需要发展，寻找新

的表达内容和素材，就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家和社区营

造工作者积极探索艺术介入社区。本文以麓湖社区艺术

季为例，分析艺术介入社区文化的内容和路径，以及总

结经验分析不足，以期望找到艺术介入社区的新思路。

1 社区与社区文化营造
社区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单元和场所。英语

community一词可以译为社区和社群，当译成“社区”时，

侧重于物理空间范围；当 community译为“社群”时，

除了物理空间之外 ,还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区”

最早出自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德国学者斐迪南·滕尼斯

（Ferdinand To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首次提

出“社区”一词。他认为：“社区指那些具有相同价值观念、

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它所体现的是亲密无间、

守望相助、零距离且具有共同信仰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

系。”20世纪 30年代，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将“社区”

概念引入国内，在结合“社群性”（社）和“地域性”（区）

两个基本意涵基础上，将 community译为“社区”，意

为一定地理区域之内的社会群体生活。这一内涵得到国

内学界的公认。2000年 11月 3日，国家民政部颁发的《民

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

生活共同体。”

日本社区营造专家宫崎清教授指出社区营造五大资

源面向，分别是“人”“文”“地”“产”“景”“人” 

指社区居民共通需求的满足、人际关系的经营和生活福

祉的创造；“文”指社区共同历史文化之延续、艺文活

动之经营 ,以及终身学习等；“地”指维护与发扬社区

自然地理环境的特色，强调地方特质得到可持续的维护

和传承；“产”指在地产品的创发与行销，以及在地经

济活动的集体推展等，“景”指社区独特景观之营造、

生活环境之永续经营、居民自力投入社区景观的营造等。

社区文化是社区营造的一个议题。本文所指的社区文化

是广义上的社区文化，主要包括社区精神文化、社区制

度文化、社区行为文化、社区物质文化四个方面。社区

文化营造即通过地方文化挖掘，打造新的社区文化；重

塑社区意识，培育邻里融洽的社会关系；打造文化空间，

经营文艺活动，开展终身学习；将文化融入生活场景，

调整经济业态实现持续经营发展。

2 艺术介入麓湖社区文化实践

2.1麓湖社区概况

麓湖公园社区是成都新建现代社区。社区行政区域

东至天府大道南一段；南至正兴街道田家寺社区；西至

正兴街道田家寺社区、大安桥社区；北至沈阳路西段。

幅员面积 2.2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0012人，户籍人口

1338人，户数 361户。麓湖公园社区居委会位于麓湖艺

展中心，下辖 10个居民小组。

从 2014年开始，麓湖开始社群发展进行了摸索，这

阶段出现的社群问题参与人员固化，活动形式单一十分

凸显等问题。为了解决前期的出现的问题，2016年麓客

学社正式成立，并设立了涉及养生、文学、艺术、生活、

经济等社会方方面面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活动

形式和类别，社群数量从个位数发展成为 20多个。随着

其他组团的开放，引来了更多的麓湖新居民。但由于麓

湖公园社区的地理特征原因，造成各个社群、组团之间

出现孤岛化问题。基于这样的问题，2018年，麓湖社区

开始正式致力于打破社群孤立的壁垒，将社群和社群间

建立起横向连接。社区主要通过个体赋能、组织赋能、

建立连接来调动社群活力，通过激发居民自身的能量建

立可持续的社群。

2.2艺术介入麓湖社区文化实践

当追求更具有意义感的社区行动和更具有创造性的

方法成为麓湖居民公共关注的主题时，在这样的社区需

求背景下，麓湖公园社区开始探索以社区艺术季凝聚良

序熟人社区。2020年开始了首届社区艺术季的探索，麓

湖社区艺术季是由 A4美术馆联合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

麓客学社、麓湖议事会、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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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发起。整个社区艺术季的推动端口是在 A4美术馆。

他们首先联结麓湖社群组织，由社群组织去联结其他的

居民，社区居民在整个过程存在被动接受的意思，像是

一个专业艺术项目的形式在推动着整个社区艺术季。

2021年进步一步探索了社区艺术季，在首届社区艺术季

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迭代。首先，在社区艺术季的内容

板块，增加了麓客群展板块，麓客群展的策展人主体是

社区居民。其次，在工作态度方面明确了以“参与式生成、

伴随式赋能、开放式关联”的三种态度。最后，在工作

路径方面明确“社区策展人，国际艺术驻留，志愿者系

统”的三种路径。因为第二届社区艺术季比首届更成功，

所以学者主要以第二届社区艺术季作为主要的内容进行

分析。

在工作态度方面，参与式生成是指多方群体参与决

策讨论；伴随式赋能是指艺术家以伴随的方式参与居民

策展的过程为其赋能；开放式关联，麓湖社区文化营造

不只是社区里面，而是一种开放式的态度，关联整个城市、

整个全国、乃至世界，最后联合呈现。在工作路径方面，

社区策展人是指是一个长线推动的工作系统，让社区艺

术工作常态化发展 ,培养麓湖社区策展人力量；国际艺

术驻留，以开阔的国际视野的引入，同时让国际驻留艺

术家深入的了解麓湖社区；志愿者系统，激发更多青年

力量进入，让社区艺术季持续发展。

2.1.1家园文献展—共生的家园

2021年的社区艺术季文献展，以“共生的家园”为

主题 ,整个策展组由艺术家胡燕子和社区策展人樊磊、

王崃、曾亚丽组成。文献内容主要包括麓湖社区的历史

发展、地方发展、社区治理、美好机制、美学生活场景、

共生事件，展示场地在麓客廊和麓客厅进行布展展览。

从社区艺术季开始到结束全程对外展出。麓湖社区居民、

艺术家共享麓客空间，共创社区文献展，将居民和麓客

共有的记忆描绘成可听、可感、可触的家园历史长卷。

从文献展的内容来看，主要围绕历史文化与当下社区生

活。挖掘历史文化发现源于历史文脉中的麓湖水城，不

仅是对成都水文化的传承，也是重建共同家园与情感联

接、重塑公共文化与社会文明的有效载体和滋养场所。

将挖掘出来的水文化图文资料通过文献展的手段进行展

示，让居民对生活在麓湖的水域有了认识和了解，塑造

文化认同。从文献展现场看，策展内容一部分是麓湖公

园社区创新治理架构、以及以水资源为主开发的居民节

日。社区创新治理架构体现了艺术文化活动实施的科学

性和持续性。以水资源为主开发的渔获节、龙舟节、共

创之夜、iSTART儿童艺术节的文化活动，通过众多的社

群活动，联结社区居民。笔者理解的目的是通过策展的

形式增加活动的仪式感，从而培养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

2.1.2麓客群展—共同的故事

麓客群展是 2021社区艺术节中特有的，相较于

2020社区公共艺术节来说是一个新的板块。麓客群展的

策展主要由社区策展人完成，国际驻留艺术家提供转化，

自愿者系统孵化。社区策展人主要是麓湖社区的居民，

目的是用艺术策展的思维，用艺术家的策展工作方法，

让居民直接参与策展是为更好的理解策展，理解艺术、

感受艺术。国际艺术驻留计划，以国际化的视野参与，

国际驻留艺术家长期生活在麓湖社区，走访和调查社区，

让其更好的理解社区，并联合社区居民进行艺术创作。

麓客社群参与麓客群展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的艺术活动来

凝聚更多的青年志愿者群体，目的是为了当艺术家撤出

社区时，青年志愿者群体能够让社区保持活性的、常态化

的发展。通过这种艺术的实验性让人与人建立起联系 ,通

过一个展览让居民关注的社区议题显得更有张力。就是

把日常的生活变得非常有意义。

2.1.3公共艺术活动—流动客厅

本次公共艺术活动以各种类别的客厅为载体，进行

公共艺术活动，传达出不同的故事。在社区的客厅中。

社区策展人何婉容、王燕琳、王宇在 A4国际驻留艺术中

心 103发起了“社区发展治理与社区策展”。在艺术的

客厅中。艺术家陈栋帆在蛇形美术馆 A4展亭进行了“天

外有天，久别的重逢”的公共空间的绘画装置，触摸艺

术小组在麓客岛的花房餐厅进行了触摸式戏剧体验。艺

术家刘毅创作巡游装置。艺术家高谦以数字媒体动画的

艺术手段表达社区档案。艺术家余童通过服装、装置、

行为、共创工作坊发起了城市顽童计划。

在生活的剧场中。有“余尔格—花园里的舞会”“王

珈榕—平行之间”“蚂蚁招待所”“黄亦杨—凡人专

车”“YUSI—音乐会”，剧场是艺术的特有形式，可以

容纳不同的声音 ,所有人都可发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同时也在制造新的发生与体验；可以看到正在发生或即

将发生的东西，可能是我们所经历的，也有可能是我们

了解和不了解的。

2.1.4艺术、文化与公益论坛——艺术介入与社会

链接

论坛由 2021麓湖社区艺术季主办联合四川美术学院

联合共同发起，目的是回应 2021年麓湖社区艺术季总主

题“共生的家园”。以本次艺术季延展讨论公共艺术与

社区居民、在地社群和机构的共同需求的关系，邀请在

公共艺术、社区营造、在地生态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者

和实践者，以及来自美术馆、社区居民参与。期望通过

四场专题演讲：“公共艺术的在地与在地文化的探索”“社

区造节与共同意识”“社区艺术地方价值在城市生活中

的实践”“从青年视角出发的艺术介入”以及三场圆桌

讨论：“边界探索——围绕公共议题的艺术边界拓展与

方法试验”，“艺术造节——共生家园里的意义编织和

方法创新”和“经验与实践——不同社区发展状态下的

差异化工作方法”，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方式来考量

艺术如何进入社区，并以何种方式影响一个社区的过去

和未来。

3 经验与问题
第一，介入的优势条件。麓湖公园社区的优势条件

有个方面，一是拥有 6500平米的多元化美术馆综合体，

2400平米的 A4国际驻留艺术中心，为了艺术介入社区

提供共创交流空间。二是麓湖社区是新建现代社区，新

移民来自各个地方，从文化上来说是比较包容的。三是

有一个完善社区自治的系统即麓湖公园社区创新治理架

构，各种社群成立为艺术季举办打下了社群基础，社区

发展基金会为社区艺术季提供资金支持，议事会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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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起来更加有效。

第二，介入的参与主体。在麓湖公园社区艺术季中，

主要参加单位和个体有：主办机构、组委会、学者顾问、

艺术总监、总策展人、社区策展人与居民、A4美术馆执

行工作组、驻留艺术家、志愿者、观察员，各个主体都

有明确分工。主办机构是麓客文化及公益事业集群；组

委会为执行工作组提供人力、物力、资金等支持；学者

顾问提供学术、策略等发展方向建议；艺术总监全程把

控艺术季发展战略及模式制定和管理；总策展人配合艺

术总监制定艺术季的整体思路策划以及板块内容策划；

社区策展人及居民作为主要的居民策动者；A4美术馆工

作人员做为执行工作组培养部门协同工作。

同时增强与外部合作沟通；驻留艺术家转化，为社

区赋能搭建孵化社区型艺术家的平台；志愿者孵化培养

美术馆体系志愿者和社区居民志愿者体系；观察员从艺

术、社造、生态等多个领域搭建关系为社区营造提供帮

助和支持。

第三，介入的社区议题。麓湖居民以永续社区美好

生活为愿景，围绕“人文”“环境”“机制”，开展了

一列的探索，从“人文”角度出发，通过“龙舟节”“渔

获节”“麓客春晚”等共生事件，通过大量公共事务来

建立公共关系 ,以少带多培养公共精神。通过水域文化

的挖掘，进行社区文化再造，建立共同的认识，强化社

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机制方面”建立“麓湖两级议

事会”“社区基金会”“社群联合会”的组织，通过机

制创新让社区公共事务决策更民主和科学，以及有效保

障了社区公共活动的实施。在环境方面，因为麓湖是人

工造湖，造湖成功离不开前期地产商的正确策略，而开

发商迟早是要离开的，然后把麓湖交麓湖社区的居民来

管理，后期的环境是重点，如果环境保护的力度没有更

上而环境破坏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所以社区举办关于

环境保护的议题，成立环保保护的社群组织，并通过举

办环保相关公益活动活动，以环境保护活动为载体宣传

环保意识。最终通过策展的方式将社区营造的实践的成

果加以展出，进一步激发社区居民的认同。

在这些案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在麓湖

公园社区中，从首届到第二届社区艺术季，虽然可以看

到更新迭代的做法。但艺术的介入度还是不够，对社区

的了解还是有些浅。有两个原因，首先是 A4美术馆在筛

选驻留艺术家进入社区的时候，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

了解艺术家，通过做大量的沟通交流后，才能知道艺术

家是否能够适应进入社区进行艺术创作的工作方法。这

样艺术才能更好的认识他所在的社区。其次是社区每年

都在发生变化，活动设计者需要从日常中挖掘这些变化

的动因，切实关注、透彻了解社区与人，而不是仅仅为

了一次活动，秉持花两三个月时间完成一项工作的态度

去面对。

4 启示
通过对麓湖社区艺术季的分析，笔者发现可以从动

力、内容、机制三个方面考虑艺术介入社区文化营造的

具体措施。简言之，要实现艺术介入社区文化营造可持

续，首先，应该充分调动居民的参与性，孵化和培育社

区内生发展动力；例如，因为麓湖社区培养社区策展人、

自愿者队伍，才会有“麓湖群展”板块内容发生的可能性。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深入了解社区，拓宽艺术介入

社区的社区议题，挖掘艺术介入社区文化营造的资源和

内容；例如，麓湖社区艺术季以环境保护为话题，引发“人、

文、地”等社区议题。具体说来 ,在文的方面，挖掘麓

湖水域历史发展，并进行艺术造节，如渔获节、龙舟节

等社区节日。在地的方面，发起保护地理资源、水资源

的绿色行动。在人的方面，所有的文化节日、绿色行动

都是和人离不开，最终讨论在人与社区、人与环境、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建立完善的美好社区治理机制。

例如麓湖社区创新美好社区治理机制，它保障了艺术介

入社区的资金支出，同时也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让艺术介入社区时让多方的沟通变得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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