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 

上海廿⼀当代艺术博览会 

展位 E01 

公眾开放⽇ 2016年11⽉12⽇⾄13⽇，早上11时⾄晚上6时 
地点 上海展览中⼼，上海市中⼼静安区延安⻄路1000号 

上海—藝術⾨荣幸宣布参与2016年上海廿⼀当代艺术博览会。藝術⾨将在主画廊区E01展位呈现本次展
览作品。在短短的四年⾥上海廿⼀当代艺术博览会发展成为了上海的主要国际艺术博览会，吸引了来⾃
中国，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顶级画廊。本届博览会将再次在上海展览中⼼举⾏，于11⽉12⽇⾄13⽇向⼤众
开放，于11⽉10⽇带来两场藏家预览，以及于11⽉11⽇当⽇进⾏开幕晚会。 

藝術⾨将展现杰出国际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包括中国艺术家秦⽟芬、仇德树、任⽇、苏东平、苏笑柏、
杨泳梁、张健君、周洋明和朱⾦⽯，墨⻄哥艺术家博斯克·索迪（Bosco Sodi），印尼艺术家嘉多特·布吉
尔多（Gatot Pujiarto），以及英国的安东尼·⻨克勒夫（Antony Micallef）、库尔·珀尔（Kour Pour）、
⾟塔·坦达雅（Sinta Tantra）和因卡·修尼巴尔MBE（Yinka Shonibare MBE）。艺术家们以丰富⽽多样的
表现⼿法与主题，共同为画廊推动中国、其他亚洲地区及⻄⽅的当代艺术交流的使命作了最佳⽰范。每
位艺术家同时在作品中带⼊⾃⼰的⽂化背景和关于⾝份认同、民族上、社会上和⽂化上的议题。 

安东尼·⻨克勒夫（⽣于1975年）被称为现代表现主义艺术家，并被誉为现今当代艺术中最为优秀的画家
之⼀，他的作品植根于社会现状与⾃我考察之中。本次展览中呈现的新作《意图—六》（2016）与早期
的作品截然不同。他⽤厚重的颜料堆砌起浮雕般的表⾯，在柔和的背景前刻画具象式的图块。通过使⽤
厚涂技法，媒材在作品中被运⽤⾄极限，模糊了我们对绘画和雕塑的固有理解。通过使⽤刮⼑和调⾊⼑
等⼯具，⻨克勒夫进⼀步扭曲颜料，令被刻画的形象失真变形，希望作品能由此真实地于现实中实体
化，吐露出⾃⼰的“呼吸”。库尔·珀尔（⽣于1987年）来⾃伊朗的⽗亲在1980年代末的英国经营起地毯
商店，艺术家的早期教育也因此⽽受到纺织业的薰陶。随之，他创作了早期的地毯绘画系列作品。该系
列作品需要花费艺术家数⽉⽤⽤于准备和研究展览和拍卖会⺫录中的设计。每⼀件作品都需要⼤量劳动
⼒配合和运⽤不同种类的⼯艺。细致的⼿⼯绘画、丝⺴印刷、使⽤扫帚逐层上⾊、打磨再到重新著⾊，
缺⼀不可。艺术家试图借此系列作品展现他对地毯的兴趣，揭⽰作为⼿⼯品的地毯在世界中扮演的⾓
⾊—社区中编织地毯的⼈们、它的历史、它的纹饰、它的图案以及它作为收藏商品的状态。 

嘉多特·布吉尔多（⽣于1970年）的作品探索反常、怪异、悲剧等元素。艺术家表⽰他的创作灵感来⾃于
⽣活中许多不寻常的事件与状况，包括他从周遭的朋友、电视节⺫及新闻获得的故事与信息。在他最新
的作品中《熔化》（2016），布吉尔多想证明⼈类⼼灵的灵活性; 强硬的⼈类可以“融化”⾃⼰去适应周
围的事物。布吉尔的作品荒诞，刺激观众们重新阐释⽇常⽣活中的故事，将其看作是⼀种新的现实，感
受由它引起的种种情绪。艺术家将不同材质和花纹的布料通过拼贴、重叠、撕扯、捆绑等⽅式创造出独
特的视觉感官体验。 在1980年初，秦⽟芬（⽣于1954年）借助中国传统的书法、写意绘画创作出极简⻛
格的抽象⽔墨作品，近年则在⼤尺幅的宣纸画⾯上，以⼤笔触、流动⾊彩、浸润痕迹的语⾔，形成超出
传统美学的彩、墨、药绘画，为今天的新⽔墨艺术提供了更为开放的领域。 

⾝兼画家和书法家的仇德树（⽣于1948年），其作品超越媒介和主题，既呈现⽂化传统⼜抽陈出新。早
在⼋⼗年代，仇德树即开始实践他独树⼀帜的创作技法，将⽔墨、颜料与宣纸相结合，撕裂之后再拼贴



叠层。他将这种创作技法称为“裂变”，反映出他的世界观以及他对⼈⽣经历的反思。 

任⽇（⽣于1984年）的作品运⽤了蜂蜡这⼀独特媒介，⻛格极易辨认。尽管采⽤的材料不同寻常、难以
掌控，他对蜜蜂⼼理学的了解和⾃然的亲近让他得以与蜜蜂合作，从⽽创作出让⼈惊艳的雕塑作品。 

因卡·修尼巴尔MBE（⽣于1962年）的作品通过绘画、雕塑、摄影和电影等多种媒介探寻种族和阶级的问
题。他称⾃⼰为“后殖民时代”混种，不断地质疑著⽂化、国家的定义和⾝份。修尼巴尔的家庭极为重
视教育，于作品《平衡知识的⼥孩》（2015）中描述着⼀位摇摇欲坠的⼥孩⼩⼼翼翼地平衡着左⼿上的
⼀叠书。这件作品也联系着艺术家在尼⽇利亚⾸都拉各斯和伦敦度过的时光，隐喻他追求知识的过程以
及⾃⾝对其童年、民俗、和传统虚虚实实的回忆。 

藝術⾨將⾸次在上海廿⼀当代艺术博览会展出墨⻄哥藝術家博斯克·索迪（⽣于1970年） 的作品。索迪在
畫布上使⽤原始的綜合材料達到猶如“乾裂的⼤地”效果， 表现出作品的厚重以及凹凸不平的表⾯。 

苏东平（⽣于1958年）的艺术启蒙教育来⾃于其热爱书法的⽗亲，书法中所承袭的“不描”态度潜移默化
地根植在他之后的绘画学习和艺术创作过程中，“不描”在书法中指的是不刻板地遵照规范与法度，让意
念在笔下⾃然⽽果断地流淌。书法是苏东平的绘画语⾔，他将书法的法度与精神传承于抽象绘画的实践
中，恰恰是脑袋⾥⾯最不经意的偶然和瞬间判断才是绘画最⾼的境界，才是“不描”的真正理想状态。 

藝術⾨也将展现苏笑柏（⽣于1949年）具有神秘⾊彩的全新作品。苏笑柏是中国最杰出的艺术家之⼀，
作品介于雕塑和绘画之间。作品细致的画⾯极富⽴体感，或是精致的殻形，或是饱满的曲线形，他们凭
⾃⾝⽴于世界，有着⾃⼰的历程，个性⽽独⽴存在。不专注描绘其他物体，他的艺术关切的是存在本⾝。 

英国／印尼艺术家⾟塔·坦达雅（⽣于1979年）探讨⼆维与三维之间“推”与“拉”的平衡。她的作品确
定两者之间的明确不同之处，同时不断的以不同⼿段将它歪曲，对绘画与建筑之间的关系作出质疑。作
为巴厘裔艺术家，坦达雅的作品展现其⼤胆及充满活⼒的调⾊⻛格，并质疑艺术的装饰性、功能性及社
会⾓⾊。⾊彩是坦达雅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的存在跨越了其于艺术领域与⼯业制造领域的⾓⾊；
作品中的颜⾊密密⿇⿇地出现，成为“⾊彩拼贴”的⼀部份。在艺术家眼中，这些颜⾊是被“切开”⽽
不是被填上；被“层叠”⽽不是被混合；被”建构”⽽不是浮现。 

杨泳梁（⽣于1980年）最为代表性的⼈造⼭⽔画是⽤层层都市影⽚拼贴⽽成。对杨泳梁⽽⾔，数码媒体
代表着前卫与未来，但他仍然将绘画视为他不可或缺的创作⽅式之⼀。本次展覧将展出影⽚《⼈⼭⼈
海》（2016）以及综合媒介作品《隐逸的⻛景—⼭⽔⼆》（2016），为了更贴近真实的城市⻛采，作者
使⽤了丙烯和⽔泥两种建筑材料，运⽤灵活轻巧的笔法，让沉重的灰⾊颜料在画布上活了起来。  

⽽另⼀位当代亚洲艺术的先锋，张健君（⽣于1955年），则是位敏锐的时间观察者。通过艺博会展出的 
《第⼀滴⽔》系列，探索历史和⽂化意识形态的元素结构，反映出城市环境的短暂性和可变性。 

通过重复绘画⼀条⼜⼀条线的艺术效果，周洋明（⽣于1971年）创作了⼀个多彩的艺术画⾯，并表现他
娴熟的技巧与成熟的思想。作品都基于线条和空间，最终体现他在某⼀时刻的思想与理念，在重复繁琐
的过程中消耗着⾃⼰的⽣命，在画⾯重复的短线中看到细微的差别，看到情绪的波动和平静的交替，喜
怒哀乐，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平复。 

藝術⾨也将展出中国艺术家朱⾦⽯（⽣于1954年）的全新作品，融合了中国⽂化中的感性及国际艺术视
觉语⾔。利⽤传统中国美学理念，朱⾦⽯的油画画布上融⼊了⼀系列的“⼼灵图像”，强调观者和⾃然
世界的关联性。 

 

关于藝術⾨ 

藝術⾨由林明珠⼥⼠创⽴。作为推动亚洲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量，藝術⾨已拥有超过⼆⼗年推⼲亚洲
与⻄⽅当代艺术和设计的经验，并拥有多家境外画廊。如今藝術⾨已成为业界内最领先和最有成就的当
代艺术画廊之⼀。 

藝術⾨致⼒于推⼲能够重新审视各个区域当代艺术哲学与理念的艺术家，并在中国及亚洲艺术⾛向国际
化的舞台中扮演着关键的⾓⾊。藝術⾨与著名策展⼈合作举办展览，透过⾹港、上海以及新加坡的艺术
空间，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呈现艺术家个展、特别项⺫、装置展、以及艺术家群展等⾼⽔准的展览项



⺫。基于中国⽂⼈艺术的理念——艺术⽆等级之分，藝術⾨致⼒于打破不同藝術⾨类的界限，以独特的
画廊模式⿎励跨⽂化间的对话与交流。 

藝術⾨位于⾹港、上海和新加坡的四个空间分别代理着⼀批颇具影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其中有朱⾦
⽯和苏笑柏，他们将中国特有的情怀融⼊国际化的视觉语⾔中，其作品亦在国际上⼲泛展出，被纳⼊世
界众多重要的私⼈和公共收藏⾥。同时，藝術⾨亦在亚洲展出著名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包括珍妮·霍尔泽
（Jenny Holzer）、莱昂纳多·德鲁（Leonardo Drew）、卡洛斯·罗隆（Carlos Rolón/Dzine）和因卡·修尼
巴尔MBE（Yinka Shonibare MBE），让更多的亚洲观众了解他们的作品。藝術⾨⿎励国际艺术家创作与
中国⽂化相关的作品，合作创作令⼈深思的、切⼊⽂化的作品。 

 

传媒垂询  

许蓓云 / 藝術⾨   
floria@pearllamgalleries.com / +86 136 7173 4780 

陈奕安 / 藝術⾨   
yian@pearllamgalleries.com / +86 187 2187 3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