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成了新的好奇柜，还有些东西被人买走了，也会是新的故

事……人与物之间永远都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

大石并不满足于做静态展览，他还会继续研究策展，发

掘更多的可能性，“今天是一个好奇柜，可能明年每个人都有

一个好奇屋。”他认为，好奇屋会更有意思，因为好奇柜的体

量有限，能呈现的东西仅仅是每个人的一小部分，“现在可能

只呈现了一个人的十分之一，我更倾向于呈现一个人的百分

之五十以上，到了这个空间就像到了这个人的家里一样。如

果你们见过艺术家马良的家，他的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室。”大石所期望的理想状态更接近于衍生区，按照个人喜好

摆放着密密麻麻的奇物，那才是真正的奇观室。

在展览最后的衍生区里，内容的丰富程度居然不亚于

主展区，这是大石有意设计的，他认为很多展览都弱化了衍

生区，其实完全可以玩得很有趣。从西洋古董到独立出版

物，从服装到家装，从独特装置到不同画风的小市集应有尽

有。还有各种游戏机、奥特曼、忍者神龟、宠物小精灵等儿时

的玩具……在这里，除了游戏机，全部可以买回家。因为大石

的初衷，就是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也尝试去设计出一个个

人风格强烈的好奇柜，也算是好奇柜的初级入门。

除此之外，每次办展，热衷于跨界的大石还会推出一本

刊物，书的内容跟展览内容实际上并无任何直接关系，只是

会征集自己喜欢的故事风格来编著。因此，这届好奇柜展览

他也推出了风格一致的第二本刊物，“实际上它更像一锅七

拼八凑，三荤五素的珍珠翡翠白玉汤，或者说它就是一本带

领你进入新世界的粗劣‘地摊读物’。”这本书似乎就像是

大石自己的“好奇柜”，不管别人看不看得懂，不管有多少人

喜欢。

作为一个好奇星人，对大石来说，这条探索之路显然只

是一个开始，“先把基调和形式定下来，我后续的展览会做

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有趣。希望将来它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来

自民间的博物馆，现在可能更偏于艺术的呈现方式，我更倾

向于它不要有任何的标签，只是一个展。”

即便是得到了任君挑选的优待，但价值太贵的家具大

石都没敢挑，怕不小心磕碰着损失惨重。果不其然，运输过

程中有些柜子已经被损坏，不过，慷慨的司徒也愿意自己承

担损失。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大石说，如果没有这些阻碍，现

在所呈现的好奇柜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近半年的忙

碌，已经让大石身心俱疲，一个“门外汉”为了满足自己的好

奇心，一点一滴地造出心目中的“好奇屋”固然不容易，但所

幸的是，似乎每件事都在机缘巧合之下一步步实现。

即便有了柜子的供应源也不是万事大吉，因为几乎每

个好奇柜都属于一个独立的参展人，不同的展品都需要不

同尺寸、风格的柜子来搭配，大石还需要挨个和参展人磨

合，并商讨柜子风格、隔板尺寸等具体细节，“几乎所有的

柜子都是根据参展人的要求，改造成他们心目中好奇柜的

样子。”

据大石介绍，一个标准的好奇柜，要体现藏品的丰富

和层次感，就需要加隔板或是通过各种夹层来体现它的丰

富。“最初的好奇柜是身份、财富和学识的象征，往往是地

位显赫的上流人士或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家中的一个藏品

室，是用来邀请客人参观的，要展现主人的喜好和资源，所

以柜子必须华丽，藏品也要显得丰富一些。”

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奇柜”

“真正的意义是把民间有趣的事情找出来，可能会发

现一个新的世界。”实际上，大石是希望通过展览来探讨一

种人和物的关系——当这些物不在了，或者人不在了，它们

之间还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现在参展者们所拥有的物品或许也是通过别的途径得

到的，对于物本身来说，这些人可能只是过客，并不是最终

所有者，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再过五十年，这些东西会身处

何方，“可能有些艺术家的作品被人收藏了，在别人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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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是人类的天性，对于那些神秘现象和新奇
玩意，我们就是喜欢去刨根问底。

策展人大石，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找来了包括正展区

与衍生区五千余件奇物。他刻意模糊了收藏与创作的界

限，而是希望探索人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收藏是一

件精细的艺术活，而恋物却又可以是人与物之间的浪漫

对谈。大石让好奇星人在当代更加多元的文化语境下重新

诠释“好奇柜”这一古老收藏形式的理念，还原由“好奇

心”与“占有欲”这两种人类天性催生而成的独特博物艺术

展。好奇是人类的天性，对于那些神秘现象和新奇玩意，我

们就是喜欢去刨根问底。

对于大石来说，策展本身也是一个猎奇的过程，他

将 每 个人 的 好 奇柜 聚 集 一 堂，何尝 不也 成 就了自己 的

“好奇屋”。

把策展当成一个游戏设计

理工科出身，本职是游戏设计师的大石，其实是个

“非正常策展人”。大石是个跨界达人，策展只是他的兴

趣之一，只是刚好发现，自己所有掌握的技能都正好能

用到策展中来，何不尝试一下？“把展览当成一个游戏

来设计策划，出发点就是好玩，顺便让来的人一起玩高

兴了就可以了。”在大石看来，展览本身就像个游戏，游

戏的规则你可以套用其他游戏模板，也可以自创游戏规

则。“我们没有常规的目的性，也没有能力让你正襟危坐

思考人生，我们并不想拉着你的手带你走入什么养尊处

优的极乐世界，我们只想充满共谋意味地邀请你加入一

个井然有序的反熵世界。”

虽然，这才是他作为策展人的第二份答卷，但游戏思

维的大石却已经轻车熟路，有了一套自己的处事法则，“我

会事先用电脑把展厅的设计用3D软件按1:1提前模拟出布

展效果，并以此为根据在现场进行微调。”

“其实我对展览没兴趣，而是对内容感兴趣，只是通

过展览的形式来呈现。”认为“内容为王”的大石在策划“好

奇柜”之初，是先发现了很多朋友家里都有着收藏新奇宝贝

的“好奇柜”，才触发了他的灵感，“他们藏着许多好玩的东

西，却只会在小圈子的聚会里展示，有人喜欢收集娃娃、有

人喜欢标本、有人喜欢火柴盒……何不把这些有趣的玩意一

起拿出来做个展示？”

大石希望带给大家的是一个特别兴奋的想象空间，而

不是一眼看透的无聊摆设，“或许每个人的家里都有一个

这样的柜子，只是我用一种更体面的方式将其中一部分呈

现出来，通过这些，你也可以想象他们家里还有多少稀奇

古怪的宝贝。”正因如此，他试图把展厅营造出一种类似身

在家中客厅的感觉。比如，上海大部分的艺术展厅都是层

高超过3.5米以上的，大石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了现

在这个层高只有2.5米左右的展厅，接近于普通住宅的层

高，也就是“家的感觉”。

一个“门外汉”的好奇之旅

虽然有朋友的奇物作为基础，但这次的大部分参展

者，都是大石通过招募认识的新朋友。通过展览认识很多新

鲜有趣的朋友也是大石策展的乐趣之一，比如这次认识的

新朋友大周，这位狂热的标本爱好者不仅带来了让大石大

开眼界的展品，在策展上也帮了他很大的忙。

在展览筹备初期，大石对展示柜的着落一直没有头

绪，他四处找古董商协商租借，但不是碰钉子就是被放鸽

子。大周随即就介绍了一个经营西洋古董的朋友司徒给大

石，结果两人相谈甚欢，志趣相投，“他对我们的展览很认

同，觉得很有趣，也愿意参与进来，比如展厅门口的一个用

各种参展奇物搭建起来的装置，就是他参与设计的。”司徒

还表示可以无偿提供古董柜，并且随便大石来挑，“展示所

用的柜子，每个都是孤品，加起来价值将近百万。”

人和物之间永远讲不完的好奇故事
【文/蔡娴  图/常鑫、受访者提供】  

策展人/大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