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 

感物 

呈献⻢汀 · 巴斯 (Maarten Baas) 、恩⾥科 · ⻢罗内 · 沁扎诺 (Enrico Marone Cinzano) 、
安德烈 · 杜布勒伊 (André Dubreuil) 、丽娜 · 杜玛 (Rena Dumas) 、⻨凯恩 & 佩⼯作室 
(Studio Makkink & Bey) 、夏⻘勇、薛滔、甲⼄丙设计 和 杨丹凤 的作品 

展览⽇期 2018年1⽉7⽇⾄3⽉5⽇，星期⼀⾄星期⽇，上午10时30分⾄晚上7时 
开幕酒会 2018年1⽉7⽇，星期⽇，下午3时⾄晚上5时  

地点  藝術⾨，中国上海江⻄中路181号1楼   200002  

上海──“天地与我并⽣，⽽万物与我为⼀。”中国传统哲学形成东⽅关照“物”之独特感知⽅式。藝術
⾨将荣幸呈现群展《感物》，此次展览以中国“感物”美学为视⾓展呈九位艺术家的作品，他们皆运
⽤精湛⼿⼯技艺，在繁复的创作过程中着重于“⼈”对“物”的体验。 

正如宋代牧溪的《六柿图》，“以我观物”可⻅柿⼦的外形和概念，⽽当“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时，艺术家才能还原出柿⼦的⾃在灵性。这种“感物”⽅式，正是消解了⼼与物之间的对⽴，
从“物我两忘”⾄“物我相⽣”。 

因观物⽅式的不同可分为“有我之境”和“⽆我之境”。“有我之境”注重将⼈的主体意识投射到物的关
照中去，使⼈的情绪覆盖物之质性。“⽆我之境”则侧重寻求⼈与物之间的本然契合，在弱化⼈的主
体意识的同时，强化物性的⾃然呈现，从⽽使⼈与物之间形成⼀种均势。⽆我之境中⼈的意识仍然
存在，但不对外物发⽣⽀配性的作⽤，此时之“我”⼏乎等同于⼀“物”，故“我”观“物”，“物”亦观“我”，
彼此是⼀种互观的状态。正如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南⼭。”  

“⼈”⼀直是⻄⽅哲学思考的对象，⻄⽅现代哲学的奠基⼈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强
调“⼈”既是思考物，⼜是被思的对象物，这种⼆元论思想是⻄⽅传统哲学的典型理论。笛卡尔的⼆
元论衍⽣出诞⽣于 20 世纪重新思考“意识”与“⾝体”关系的感知现象学。与⻄⽅哲学中注重逻辑理性
思辨的感知论不同，中国感物美学的直观会意思维，追求感应和瞬间感悟，重在意会。正所谓：⾔
有尽，⽽意⽆穷。 

东⽅思想在“⼼”与“物”的关系上仍有差异，中国是以⼼感物，⼼不离开物，注重“天⼈合⼀”。⽽⽇
本则是以⼼感⼼，⼼可离物⽽独⽴，⽽形成⽇本独特的“物哀”美学，因情理失衡和物我错位使其包
含着朴素⽽⼜过剩的情绪。⽇本地处半封闭海岛，⻓期处于不期⽽⾄的地震和海洋灾害威胁下，⽇
本⼈对于⽣命和物质世界的转瞬即逝异常敏感。佛教和禅宗传⼊⽇本之后，在近世时与本⼟思想融
合形成了“侘寂”美学，⼀种以接受短暂⽆常和不完美为核⼼的⽇式美学。中国的感物美学始终在“⼼”
与“物”的关系上受儒释道哲学的影响⽽寻求某种均衡之道。 



	

此次展览中的所有设计艺术品均在中国制作，每⼀件器物都是由艺术家和⼯匠（隐藏的艺术家）共
同创作，那位⼯匠的祖先可能便是宋代瓷器或明代家具的制作者，精湛的传统技艺在器物制作过程
中世代流传，⽽不同时代的⼈因关照中国传统⽂化之不同视⾓⽽在作品中显现新的视觉隐喻。 

丽娜·杜玛（Rena Dumas, 1937-2009）注重将建筑的理念融⼊其作品之中，作品中⽐例和节奏的控
制呈现出⼈性化和现代感的特质。此次展出的作品《圆孔柜》便可⻅其对中国古典建筑空间理念的
挪⽤。甲⼄丙设计（XYZ Design）是由林明珠⼥⼠主导的设计师团队，其坚信艺术作为⼀种兼收并
蓄，⽽⾮排他性的媒介，应赋予艺术家以新的表达⽅式、新的媒材以及新的技术进⾏实验的⾃由。
丽娜·杜玛和甲⼄丙设计的作品中均有⾮常强烈的东⽅意念，传统与当代、东⽅与⻄⽅碰撞出当代视
觉艺术的新纬度。 

出⽣于云南⼤理的艺术家薛滔（b. 1975）⾃2000年起采⽤废弃报纸创作装置作品，其作品具有强
烈的个⼈语⾔⼒量。荷兰设计师⻢汀·巴斯（Maarten Baas, b. 1978）的每⼀件作品都是⼿⼯制作，
其创作理念从不局限于固有的边界。这两位艺术家此次呈现的作品都⼗分关注于材料本⾝的特性，
即“物”之特性。他们既⾮⽤物表现⾃⼰的理念，也不是再现物，⽽是“以物易物”，让“物”⾃在地呈
现⾃⾝灵性。“易”即是变，但不是⼈⽀配性的强迫物去变，⽽是⼈与物形成某种均势的状态下让物
⾃⼰去变。着重于创作过程中⼈的「瞬间感悟」。 

安德烈·杜布勒伊（André Dubreuil, b. 1951）出⽣于法国⾥昂，是当代设计艺术领域的先驱。他的
作品深受欧洲及亚洲古典主义，以及极简主义⼏何形状的启发。其作品具有简洁明丽的外观，辅以
流畅的线条，在保持功能性的同时，也拥有奢华装饰性的视觉效果。此次展出的《⾶带瓶》在形式
上以少胜多，细节处理的简洁、轻柔和优雅，富有韵律的⾳乐感，流露出⼀种含蓄之美、诗意之美、
运动之美、⾃然之美。展览中的《四季桌案》则运⽤中国传统掐丝珐琅⼯艺描绘了春、夏、秋、冬
的不同图景，观者在惊叹其精湛技艺的同时，也能体会到设计艺术家在这件作品中融⼊的时间纬度。 

展览中的另⼀件同样与时间纬度紧密相关的作品是由中国设计艺术家杨丹凤（b. 1980）创作的⼀组
⽩瓷麒麟系列作品。杨丹凤的作品因将中国传统⼿⼯艺与⻄⽅现代的材料和理念相结合⽽闻名，在
麒麟系列作品中，她赋予了每⼀件作品独特的个性，⽐如“⼥孩⼦⽓”或“⽩⽇梦”。但当这些性格迥
异的麒麟作品作为⼀组作品展出时，创作过程中的时间纬度便显现出来。⼯整排列的精细瓷器凸显
出材料本⾝的精神性，显现出“静”与“闲寂”的境界。感物的「审美会意」不仅表现于具体的物象，
⽽且表现于超离出物象之外的“⾔外之意”。 

夏⻘勇（b. 1988）⾃ 2011 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作和⽣活于上海。他的艺术创作始于对中国
传统宣纸⼯艺的痴迷，宣纸被称为纸中之⺩，具有湿染性、柔韧性，同时具备不易变⾊或脆化的持
久性，纸寿千年。艺术家运⽤独特的⼯序，在蕴含着现代形式感的作品中体现宣纸独特的物质性。
此次展览展出其最新系列的作品，艺术家⽤宣纸包裹⽊块，将⽊头年轮所代表的不易察觉的时间痕
迹变得可⻅。感物是⼀种直观会意的观物⽅式，必定是「⾃然⾃由」的。作品中⽤宣纸卷成的线条
在省略与隐没的拿捏中形成时现时隐、含蓄⽽韵律的形式，让⼈从中能感悟到⼀种⾃然⽽诗境的抽
象意象。 

恩⾥科·⻢罗内·沁扎诺（Enrico Marone Cinzano, b. 1963）⽣于意⼤利，他⾮常重视作品的持续性，
在其作品中坚持使⽤回收材料。作品在视觉上极具雕塑性却不局限于此，兼顾环保和耐⽤性，他相
信具有实⽤性和结构性的作品将永不过时。作品《装⾝师》是置放搭配⾐物的架⼦，⽽镜⼦前的骷
髅头则预⽰着⼀种境由⼼造的「⽣命直观性」。⻨凯恩&佩⼯作室（Makkink & Bey Studio）的作
品关注于环境与⼈类互动关系的探索，其作品常常让⼈惊奇于其锐意的创新与诗意般的幽雅。此次
展出的作品是在鼻烟壶中描画微⼩的⼈物形象，如梦境幻影，亦如庄周梦蝶般的⼼灵体验。中国感
物美学的体验⽅式是神秘⽽不可⾔说的，却能传达出⽣命⾥微妙的，难以模拟的真。 

中国画注重“虚实相⽣”，于⽆画处皆成妙境。物件虽⽆中国画中的留⽩，但器物被使⽤的痕迹，以
及其表层微妙起伏的光影，亦能捕捉到游存于物象之外的虚空，影⼦虽虚，恰能传神。虚空并⾮孤
悬⽆着不可感悟，其⽞奥之处落实于⽇⽤万物，正如此次展览所呈现的作品中所具有的瞬间感悟性、
审美会意性、⾃然⾃由性、⽣命直观性等特征。“感物”在于体悟这⼤千世界中万物的⾃在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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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的界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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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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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