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 

不可思议  

呈献 蔡泽滨、戴陈连、雎安奇、梁半、刘梦醒、潘剑锋、史怡然、宋陈、汤柏华、
陶轶、⺩王楫、吴笛、夏⻘青勇、徐⼤大卫、徐新武、 闫珩、郑路与钟云舒的作品 

 
展览⽇日期 2017年6⽉月17⽇日⾄至8⽉月27⽇日，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10时30分⾄至晚上7时 

地点  藝術⾨門，中国上海江⻄西中路181号1楼   200002 

上海—藝術⾨門荣幸呈现《不可思议》群展，探索18位年轻艺术家如何运⽤用丰富想像⼒力，在快速变动的消
费型社会中找到创作灵感。本次展览跨界多元纬度，包括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碰撞，科幻题材，⽂文学叙
事与社会批评。⽽而展名“不可思议”不仅指出展出作品天⻢马⾏行空的型态，更是反映了⼀一段⽆无法解释的经
验，⽽而迷惘是必然的结果。我们期望能为每天被资讯横扫的观众们开拓眼界，不带偏⻅见地欣赏多元化的
艺术表达形式。艺术不再需要附带任何价值或意义，因为没有事情是绝对的，或必须被解释的。 

⿊黑⾊色幽默贯穿了蔡泽滨（⽣生于1988年），梁半（⽣生于1985年），潘剑锋（⽣生于1973年）与刘梦醒（⽣生于
1990年）的作品。不论是⽤用拟⼈人、拟物或是把⼈人类的情感加诸于物体的⽣生命本⾝身，都有⼀一种玩世的意味
，⽤用幽默的语境去审视⼈人类在消费时代的状态。我们不得不赞赏艺术家超乎想像的创意⼿手法，像是把⼈人
体挤压成塑料⾁肉包装，或是把⼈人体雕塑挂在墙上如同待宰割的⻥鱼⾁肉。这样的⼈人与物错置⼿手法嘲讽着我们
的处境。刘梦醒的作品像是开了⼀一个⼩小玩笑，⽤用拼贴绘画呈现⽣生命中容易被忽视的物件，放⼤大了他们微
⼩小的存在。 

雎安奇（⽣生于1975年），陶轶（⽣生于1978年）和⺩王楫（⽣生于1988年）以抽象的语⾔言述说⽂文化中的传统意
象。抽象符号提炼其精华，像是雎安奇的《草体》代表中国书法中的草书，也是中国⼈人的屹⽴立不摇的草
根精神。陶轶的《尼罗河的⽇日出》系列⽤用菱形去追溯其在古⽼老⽂文明所代表的太阳—光明的象征，⽽而且这
12幅联画如同⽇日出⽇日落的轨迹，升起⼜又落下。有趣的是，当菱形被抽象化之后同时也失去了历史的象征
，转变成了建筑上的装饰性符号。⺩王楫的缤纷⾊色彩绘画带领观众⼀一同游离于梦境和现实的边界，像是爱
丽丝掉进了兔⼦子洞，⼀一切真实的世界将随同崩解。 

⽂文学和电影⼀一直都赋予艺术丰富的题材，尤其年轻艺术家能把经典⼩小说电影转变成现代场景，给当代观
众更深刻的视觉体验。戴陈连（⽣生于1982年）以⽪皮影戏的⼿手法制作成微电影，重述了唐朝的⿁鬼怪⼩小说《
⾣酉阳杂俎》。史怡然（⽣生于1983年）的《孔雀镇》系列作品融合了她对乡村形态的考察以及艺术家的⼉儿
时回忆，从⽂文学性的⾓角度出发，借由虚构的故事场景去剖析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 

⽣生⻓长在这个视觉信息爆炸的时代，吴笛（⽣生于1979年）与闫珩（⽣生于1982年）各⾃自以混合媒介来挑战绘
画表⾯面，重新观看和解读了图像。对吴笛来说，在绘画上拼贴摄影与纸上作品，⼜又或者混搭古典主题及
流⾏行⽂文化，不只为原有的视觉表现创造出新的意义，更将作品的解释权赋予给观众。闫珩具象的画布挪
⽤用电影或是时事议题中的瞬间场景，在添加装置零件后，更为作品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下指出了另项的
解读⽅方向。 

许多年轻艺术家在创作中以新媒体为出发点，不过也有艺术家反从传统的根源来思考，发展出不受年代
或⽂文化限制的视觉语⾔言。受到道家经典《庄⼦子·秋⽔水》中经句的影响，汤柏华（⽣生于1986年）的动画短



⽚片探讨了⼈人类对苍茫世界的迷惑与好奇。动画中的每⼀一帧皆是汤柏华与团队以唐代壁画技法⼀一笔⼀一画在
⼿手绘⽯石膏版上所描绘的，将中华传统⼀一点⼀一滴地融⼊入当代⽂文化中。 

从夏⻘青勇（⽣生于1988年）以宣纸为媒介的作品中，也体现出艺术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中国传统书
画借由宣纸⽽而世代流传，⽽而宣纸本⾝身的湿染性和柔韧性并未被充分发掘。在中国传统书画中被忽视的宣
纸物本体，因作品中⽤用宣纸搓揉⽽而成的线条之起伏⽽而显现，“有”“⽆无”之间相互转化。郑路（⽣生于1978年
）为对⽴立的⾃自然元素产⽣生兴趣，将不锈钢的镂空书法⼀一个个焊接成⽔水在空中静⽌止的刹那。郑路将平⾯面的
⽂文字转换成三维的视觉雕塑，以充满现代感的材质物化了⽂文化历史，间接表达道家中“⽆无为”的思想。 

⼈人类与⾃自然神秘的关系是艺术家⽆无法抗拒的题材，象征了⼀一种⼈人类⽆无法到达或触碰到的神圣感，因为雄
伟⽽而令⼈人却步。这样的能量释放引领我们进⼊入徐⼤大卫（⽣生于1980年）和徐新武（⽣生于1984年）的作品，
从⼈人、物、⾃自然、时间不断转变的关系中，去揭⽰示⼈人类与⾃自然既冲突⼜又融合的微妙关系。如同科幻⼩小说
⼀一般，我们进⼊入了宇宙的超现实空间，在过去与未来，现实与虚幻中徘徊。虽然画⾯面中没有⼈人类的踪迹
，但画⾯面的视⾓角是从艺术家以及观者出发，开启⼀一场浸⼊入式的感官仪式。 

展览中两位装置艺术家，宋陈（⽣生于1979年）和钟云舒（⽣生于1990年）特别利⽤用展出空间制作出独⼀一⽆无
⼆二的装置。宋陈代表性的标志—泥⼟土，配上了树枝组成的装置，艺术家犹如变⾝身成为了⼥女娲：⽤用泥⼟土赋
予⽣生命，树枝装置更幻化成充满⽣生命⼒力的森林。⼼心思敏锐的钟云舒利⽤用媒材独特的性质，让材料与材料
之间微妙的关系组成独⽴立的奇妙装置，似乎艺术家只是在⼀一旁协助，⽽而真正的创造者是媒材⾃自⾝身的“张
⼒力”和“地⼼心引⼒力”，到底谁才是艺术家这⼀一个有趣的问题，观众只能细细玩味。 

 

关于藝術⾨門 

藝術⾨門由林明珠⼥女⼠士创⽴立。作为推动亚洲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力量，藝術⾨門已拥有超过⼆二⼗十年推⼲⼴广亚洲
与⻄西⽅方当代艺术和设计的经验，并拥有多家境外画廊。如今藝術⾨門已成为业界内最领先和最有成就的当
代艺术画廊之⼀一。 

藝術⾨門致⼒力于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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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国际
化的舞台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藝術⾨門与著名策展⼈人合作举办展览，透过⾹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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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项⺫⽬目、装置展、以及艺术家群展等⾼高⽔水准的展览项
⺫⽬目。基于中国⽂文⼈人艺术的理念——艺术⽆无等级之分，藝術⾨門致⼒力于打破不同艺术⾨門类的界限，以独特的
画廊模式⿎鼓励跨⽂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 

藝術⾨門位于⾹香港、上海和新加坡的四个画廊分别代理着⼀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其中有朱⾦金
⽯石和苏笑柏，他们将中国特有的情怀融⼊入国际化的视觉语⾔言中，其作品亦在国际上⼲⼴广泛展出，被纳⼊入世
界众多重要的私⼈人和公共收藏⾥里。同时，藝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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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門⿎鼓励国际艺术
家创作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作品，合作创作令⼈人深思的、切⼊入⽂文化的作品。 

 

传媒垂询  

许蓓云 / 藝術⾨門  floria@pearllamgalleries.com / +86 136 7173 4780 
陈奕安 / 藝術⾨門  yian@pearllamgalleries.com / +86 187 2187 3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