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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世界中，层叠的地质

和年轮的印记是时间的见证者，

沉淀着自然与环境演化的进程，

记录着生命的轨迹与生态交互的

共生，这些加密过的信息，是我们

解读自然、时间与生命的重要线

索。8 月 5 日—10 月 27 日，乌镇

粮仓6号馆迎来文化乌镇携手中

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联合呈现的“层叠的年轮”粮仓艺

术展。来自美院的 51 位青年艺

术家在昔日粮仓开启了一场全新

的“精神食粮”之旅。从乌镇戏剧

节到当代艺术展，乌镇不断以艺

术为媒介，撬动一座东方小镇的

无限能量，在一呼一吸间让人们

感受文化的涟漪。

青年发声：解码时间的密语

或许“层叠的年轮”这一比喻和独特的内观方式

可以给参观者带来答案。在绵延而复杂交错的迷宫

中，是个体心灵深处的层层累积和叠加，承载社会和

文化演变的痕迹，标记过去与此时连接的体悟，记录

生命的交织与成长，也是寄希于未来的透镜和向度。

以“层叠的年轮”为主题，为期三个月的粮仓艺术

展共计展出51位艺术家的65件作品，展览包含雕塑

系、公共空间艺术系、纤维艺术系等类别的青年作

品。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以实物形态探索材质与观

念的结合，呈现对现代社会、个体身份的深度思考；公

共空间艺术系则聚焦于空间互动与社会议题，通过装

置艺术引发观众对环境、时间与个体关系的重新审

视；纤维艺术系利用传统与现代材料，编织出时间的

层次与文化的深度，传达对生命、自然的细腻感悟。

记者发现，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精湛技艺和艺术领

悟，更激发了观者对生活、时间、自然与未来的深刻反

思，共同编织出乌镇这片艺术土壤上新的文化年轮。

展览场地本身就外延了时间的印痕。位于乌镇

北栅的粮仓原为 20世纪 60年代的乌镇粮管所，

2017年经重新改造为具有综合功能的现代展示空

间，为了让艺术走出传统展览空间，走向户外，与乌

镇的自然风光、古朴街巷相融合，创造出更多元、更

生动的观赏体验，让每一位踏入乌镇的旅人都能感

受到艺术的力量，除了主展地粮仓，部分装置艺术作

品也将在西栅日月广场和升莲广场与观众见面。

多元融合：构建一个艺术的场

“层叠的年轮”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

共艺术学院纤维艺术系教师郭耀先如是说，这是一

个地质学概念，也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层叠，代表着

地球的历史，自然的演进。我们根据树木的年轮来

判断雨水、方位。通过青年艺术家的集体表达，希望

观众能透过其作品，看见作者背后的成长轨迹。

策展团队的另一员、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

艺术学院公共空间艺术系副主任阮悦来说道：“与往

年不同的是，这次更多在公共空间里讨论作品跟个

人、跟建筑，甚至跟景观之间的交互与融合。如何将

作品更好地融入原本这个粮仓空间，也是策展组多

次研究讨论的重点。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今年参

展作品在媒介应用与表达形式上也有一些新的拓

展，比如我们的纤维艺术板块，不单单只侧重作品材

料与造型，而是更多地延展应用了新材料和新媒介；

公共空间艺术板块中，有个别作品结合了AI、互联

网、大数据的一些理念和技术；在雕塑板块也呈现出

多元化。此外，我们还考虑了一个问题：展览地点在

乌镇，它除了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景区、互联网大会会

址、艺术仓库之外，其实它更有一层‘乡愁’的概念，

如何去把当代艺术作品融入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古镇

场域中，并唤起一些在地性以及历史性的话题，这也

很重要。当然，我们同时也需要照顾游客如何跟展

览之间建立互动，形成黏性，有一些可玩的亮点，也

需要在策展中尝试创新。”

在乌镇，艺术与生活不是并行线，一丝一缕交织

成一幅幅生动的织锦，一砖一瓦都蕴含着文化的温

度与创新的力量。有趣的是，乌镇粮仓作为连接过

去与未来的桥梁，不仅收藏着岁月的故事，也孕育着

未来的梦想。通过艺术策展，它见证了“步履环境”

中的深思熟虑，“游牧的种子”中的自由探索，以及今

年“层叠的年轮”中对时间与生命的深刻领悟。

8月6日，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新闻发布会上最

新公布了新十年即将出发的全新单元，即“戏梦粮

仓”，再次拓宽戏剧的边界，让青年戏剧人与美院青

年艺术家在艺术粮仓共谱新曲，让戏剧和当代艺术

发生更多触角的连接，为青年人找到另一方舞台。

正像乌镇的总规划师陈向宏所说：乌镇正在与

当代青年进行一场“奔赴”。艺术和文化，让乌镇摆

脱了中国古镇同质化的最大难题，走向世界，被更多

人看见。是文化改变了乌镇的气质，让它更加灵

动。正如“层叠的年轮”一般，乌镇的四季，被艺术照

得耀眼，不断生发出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