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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观察
曾经在上海随处可见，后来几乎灭绝

如今，可爱的“无斑雨蛙”正在回归

当一座 12 米高的机械姬矗立在上海摩
天大楼之中，人们走到她的脚下举起相机的
模样，仿佛是另一种形式的“膜拜”。空山基，
这位日本“情欲派艺术狂人”，又一次用他的
“光·透明·反射”个展席卷上海。有人说他是
“情色艺术家”，但他却让金属女体登上Dior
秀场、与宝格丽联名、被全球潮牌和奢侈品争
相合作，让人们不仅想问他为何总能“出现即
出圈”？

颠覆性的艺术语言：
情欲的“高级感”的重构

空山基从不避讳欲望，而是将其淬炼成
一种极致的美学符号。从 1978 年受《大都
会》启发的首幅机械姬，到如今 12 米高的雕
塑，他用冰冷的金属包裹女性曲线，以超写实
喷绘技术模拟肌肤的光泽与呼吸感，将“肉
欲”升华为“未来感”的图腾。
这无疑是矛盾的，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

以看到机械的理性与肉体的感性、禁忌的挑
衅与艺术的崇高，姿态各异的机械姬无一不

是完美的，她们全都印着空山基的符号，这也
让她们不仅成为了美术馆的展品，也是社交
媒体的爆款，更是一场精密的商业模式实验。

从地下到顶流，
商业与艺术的“共生密码”

空山基早期为威士忌广告设计机器人，
却意外踩中流行文化的脉搏；与摇滚乐队
Aerosmith 合作专辑封面，将机械姬推向大
众视野；2019 年早秋 Dior 秀场的高达 12 米
机械姬雕塑，那种超脱于现实的震撼之美，更
是一次奢侈品牌与亚文化完美联姻。
这些作品和合作证明了：情欲不必藏匿

于地下，反而能成为撬动商业帝国的杠杆。
这种“高级情色”的定位，既迎合了潮流青年
的反叛精神，又满足了资本对稀缺性的追逐。
因为特有的创作逻辑和展现方式，从“物

化”到“性别”再到“露骨的欲望”……行业
内外对他的质疑声甚至批判从不间断，但不
得不承认的是，空山基特有的风格在商业艺
术上是真的很吃香。

打卡即身份，
网红时代的社交“硬通货”

此次上海个展，大部分都是曾经亮相过
的展品，却因Dior 秀场同款 12 米高机械姬
雕塑首次登陆上海以及“黄金机械姬全球首
秀”再度引爆热度。
空山基深谙———在流量时代，艺术不再

是单向凝视，而是参与式的身份标签。潮男潮
女们精心装扮，大胆地摆出各种姿势与机械
姬合影上传至社交平台展示自己的艺术品
味，实则是在消费一种潮流先锋的人设：既前
沿又性感，既小众又大众。在 Z世代中，空山
基的作品早已超越艺术本身，成为了年轻人
社交“货币”的硬通货。
空山基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让那些机械

金属反射出的光都指向一个真理———艺术不
用去讨好时代，而是让时代主动臣服于它的
规则。而那些进入这场金属与欲望狂欢的人，
一定能从中找到空山基“出圈”答案。

晨报记者 舒晓程 殷子成

在上海，曾经有一种名为“无斑雨蛙”的可
爱蛙类，它们随处可见。但后来，因为环境改变
和人为影响，它们逐渐消失了。 3 月 3 日是世
界野生动植物日，记者从相关方面获悉，经过
多年努力，无斑雨蛙正在回归。今年春天，位于
奉贤的“雨蛙生态农场”将向公众开放，让大家
亲眼看一看阔别上海已久的无斑雨蛙。

今年春天，让我们去认识无斑雨蛙

在奉贤一片 100亩农场里，就生活着无
斑雨蛙。
“雨蛙生态农场”负责人———城市荒野

工作室创始人郭陶然介绍，他们曾经在闵行
浦江镇开展过 8 年的无斑雨蛙种群恢复研
究，后来，那片稻田由于不再具备繁殖条件，
去年，他们重新选址奉贤开展研究。
在目前的这片农场里，将建设大型网箱

实验样地，探究植被、水温、溶解氧等条件对
无斑雨蛙繁殖偏好的影响，并最终将整个农
场作为无斑雨蛙的栖息地，进行人工繁育无
斑雨蛙的野放实验。
目前，农场还在改造建设中，预计最快 4

月可以完工，向市民开放。农场里还种植了果
蔬、乡土植物等，将开展一系列自然教育课
程，包括田地认领、蛙类夜观等活动。市民可
以来这里亲眼看看无斑雨蛙，同时体验田间
劳作、收获的幸福感。

上世纪 80年代，在上海随处可见

无斑雨蛙体型娇小，长相可爱，成年无斑
雨蛙体长大约在 3-4 厘米，背部通常呈现出
清新的亮绿色，就像刚刚冒尖的嫩叶，腹部则
是纯净洁白，颜色对比鲜明。无斑雨蛙因体侧
和大腿没有任何斑点而得名，这也是它们区
别于其它雨蛙的重要特征之一。
据介绍，无斑雨蛙是唯一一种在上海被

人类发现并且命名的两栖动物。上世纪 80年
代，无斑雨蛙在上海几乎随处可见。老一辈野
生动物保护工作者回忆，这种绿色的小蛙会
在水稻育秧的时候集中在稻田里繁殖，数量
十分庞大，本地农民会将它捕捉后一盆盆地
喂给鸭子吃。
然而，城市化的加速、栖息地丧失以及农

药的过度使用等因素，严重影响着无斑雨蛙

的身体健康和栖息环境。最后一次在上海发
现它的踪迹，还是十几、二十年前在南汇、奉
贤和浦东交界处的农田果园里。此后，上海再
也没有一笔有效的无斑雨蛙记录，种群岌岌
可危。
无斑雨蛙偏爱潮湿的环境，稻田、水坑、

稻田周边的灌溉沟渠都是它们理想的家园。
这些地方水源充足，能满足无斑雨蛙对水分
的需求。同时，丰富的水资源也孕育了大量的
昆虫，为无斑雨蛙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无
论是蚊虫还是小型的飞虫，都是它们的美味
佳肴。
每年 5-7 月，夜幕降临后，就可以看到

无斑雨蛙爸爸妈妈开始繁殖后代。经过几天

的孵化，小蝌蚪就会破卵而出。
无斑雨蛙的身体颜色会随着空气温度和

环境变化而改变。冬眠后刚刚出蛰的无斑雨
蛙身体颜色往往较暗，甚至有些蛙的背部会
出现灰色条纹，当气温升高，周围环境绿意盎
然时，它们的体色会愈发鲜艳翠绿，更好地融
入生机勃勃的自然环境。

恢复无斑雨蛙种群，一群人在努力

多年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
市林业总站、上海市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
地研究中心联合城市荒野工作室等民间力
量，一直在为恢复无斑雨蛙种群而努力。

2016 年，在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野
生动植物保护处专家的建议下，城市荒野工
作室开始关注无斑雨蛙，并在工作室编写的
系列手册后面都加上了“寻蛙启事”，希望能
够在上海重新找到这一物种。但不论是工作
室自己的调查还是市民的反馈，都没有在上
海范围内再次发现它的踪迹。
同年，工作室在闵行浦江镇租赁了 10 亩

稻田，开启无斑雨蛙种群恢复实验及其他一
系列农业生物多样性体验活动。
2019 年，在网络上发现南京林业大学一

位教授也在关注、调查无斑雨蛙后，城市荒
野工作室联系到该教授，于 2021 年邀请教
授来到浦江镇的基地，商讨未来合作的可能
性。教授认为，浦江基地具备开展相关研究
的条件。
2023 年 7月，教授将野外采集的无斑雨

蛙卵孵化为蝌蚪，并将其中的 70 只移交至浦
江镇基地饲养。城市荒野工作室开始摸索饲
养，结果令人欣喜。通过两年的尝试，初步掌
握了无斑雨蛙室内人工饲养和室外网箱饲养
所需的各项条件，饲养成功率不断上升。
遗憾的是，原本为无斑雨蛙准备的 10 亩

稻田受到周边河道清淤工程影响，不再具备
作为无斑雨蛙栖息地的条件。城市荒野工作
室不得不重新选址，最终在奉贤区头桥街道
建设了面积 100亩的雨蛙生态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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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即出圈，空山基为何总能引爆流量热度

在室外网箱里养殖无斑雨蛙室内养殖的无斑雨蛙蝌蚪上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