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 

纸剧场 群展 

         
 

左： 秦玉芬（生于1954年），《追忆似水年华 – 东3》，2015，矿物颜料、墨、宣纸 
250 x 195 cm (98 3/8 x 76 1/4 in.) 

右：沈忱（生于 1955年），《无题 No. 11023-07》，2007，布面亚克力颜料，157.5 x 284.5 cm (62 x 112 in.) 

展览日期 
2015年11月18日－2016年1月10日   
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10:30时至下午7时 
藝術門，江西中路 181号，G/F，上海 200002 

 

上海－藝術門荣幸呈现《纸剧场》群展，展出六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重要绘画、装置艺术和录影艺术

作品。参展艺术家有：倪海峰（生于 1964年），秦风（生于 1961年），秦玉芬（生于 1954年），仇
德树（生于 1948年），沈忱（生于 1955年），和蓝正辉（生于 1959年）。  

作为在八零年代最早实验抽象和概念艺术的中国艺术家，本展的每位艺术家在过去三十年间各自游

走在不同文化中——地理上的和内在心理上的——创立出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有赖於此，《纸剧场》

旨在揭示每个独立艺术家在面对变动不居的传统与文化时，创作中反映出的微妙和敏感。与其用宏

观的艺术理论来概论他们，不如将每位艺术家的“表现作风”与“画中故事”视为个“微剧场”。

本次展览鼓励观众分别观看每位艺术家的作品，无论是视觉上还是智性上都将其视为独立、丰富和综

合的个体，犹如一出不同的戏剧。在现今全球化的世界，传统有着至关紧要的作用，因为它成为鼓

励地方与全球之间进行无偏见对话的不可或缺的元素，而每位艺术家在作品中呈现的这种互动催生

着想象力的新的可能性。因此，艺术家的微剧场可以说是挑战文化的同质性和资本主义当道的“微

乌托邦”。 



	  
在展览作品中可以观察到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与传统，或说中国水墨绘画的传统之间若隐若现、若即

若离的关系。借鉴传统的绘画技巧，沈忱表示：“简单了无法再简单的笔触，构成基本画面。我的

作品都是由简单的笔触所构成的。在画布上，笔触和笔触，因边缘的交叠重复而呈黑线状，为‘用

墨’，笔触和笔触，间隔空隙并排而下，获之白线，称‘留白’。同一支笔，时而用为‘中锋’时

而以‘侧锋’。如此等等，承袭于中国画技法。所谓作品，以简单笔触不断地重复，在持续的时间

过程中，渐渐形成。”沈忱的作品是观念的体现，在凝聚着时间的重复笔触和创作过程中彷佛回到

了文人画中追求的洒脱和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 

秦玉芬的装置艺术 《延》，将大张宣纸（宽 1.5 米，长 100 米）绕着木轴缓缓打开。在中间用铜线
丝代替墨线，线的转换架起了艺术家对传统的追索、超越和她自身的生命状态，进入到与“宣纸、

铜线沉浸在即分离又重合的状态中”。1986 年移居柏林前，秦玉芬已经开始创作抽象绘画，自九零年
代后，她凭借声响装置创作在国际得到广泛的认可。此次展览同时展出秦玉芬的最新水墨系列《追

忆似水年华》。 

“裂变”暗示了一个能量聚集和分裂的演化过程。自 1982 年发现和摸索出不同以往的表现手法, 仇
德树持续沿用此技巧，成为他独特的绘画风格。“裂变”同时也成为艺术家精神力量的源泉，代表

着他所追求的独立、技法和画风，这正是他合作创立“草草画社”时的初衷。 仇德树撕裂宣纸并重
新排列，使底下色纸从间隔中透出颜色裂缝，最后对层叠的宣纸进行打磨和雕刻，由此颠覆传统中

国山水画的“绘画”方式，改由内部重塑传统。 也是深植在仇德树心中对传统的敬意与热爱，使他
发展出一种崭新的艺术语言来描绘多样景观。 

同样对中国水墨传统情有独钟的蓝正辉，在 85 美术运动中以文字和概念装置艺术《新出土的不可译
的公元前拍给公元後的加急电报》打响名号，并在过去二十年不断实验墨水画。蓝正辉九零代到千

禧年之间都专注于研究符号的结构，为的是寻找能从传统中衍生的共通语言。之后他改往充满气魄

的“体量水墨”的创作发展。蓝正辉在千禧年后开始采用“面书写”的画法，虽然看似抽象，艺术

家却在作品中表达了书写和笔触的感情维度，并将其视为完整的生活状态的一部分。  

将文化影响看作多面向的、不断变化的包括艺术家秦风，九零年代期间搬到柏林，他坚持建基于自

身的文化传统与个人经验，用不同的媒介来表达他倾向于称之为“后现代水墨艺术”的风格。他的

作品不断尝试弥合极端和僵化的概念，诸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当代等，并触及到人类存在的根本

问题。  

不管用什么方式，传统正在被重新构建。对于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国艺术家倪海峰，传统和文化的

不断转译的状态是他热衷的议题之一，正如他所说，这是个“持续的过程，复杂得让人无法掌握。”

差异不是先前预设的而是正在产生的——文化是如此，而在与资本主义领导的工业生产唱反调的艺

术创作更是如此，后者抵抗的正是以工业生产为例证的资本主义逻辑。对倪海峰来说，“创造零度

时刻”或者“暂时性”都是试图提供一种另外的价值体系。在他最近的录像装置《同义反复》中，

一位女裁缝就她所能理解的四页艺术史书上，缝上自己的图案。倪海峰将生产的社会维度与两种语

义下的“书写”并致，将生产者描绘成积极的、创造者的形象，并将创造力视为对抗资本主义摧毁

性文化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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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藝術門已拥有超过二十年

推广亚洲与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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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門致力于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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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专案、装置展、以及艺术家群展等高水

准的展览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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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門尤其注重推动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发展。重要艺术家朱金石和苏笑柏将中国特有的情怀融入

国际化的视觉语言，他们的作品在国际上广泛地展出，并位列世界众多重要的私人和公共收藏。藝

術門同时在亚洲展出著名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包括 Leonardo Drew、Jenny Holzer、Carlos 
Rolón/Dzine和 Yinka Shonibare MBE (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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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默娴 / 藝術門 
moxian@pearllamfineart.com / +86 21 63231989 
 
陈奕安 / 藝術門 
yian@pearllamgalleries.com / +86 13816019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