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 

《隱逸》 

李明、倪志琪、龎壔、仇德樹、楊丹鳳和朱佩鴻作品群展 

展覽⽇期 2022年12⽉15⽇⾄2023年2⽉3⽇，星期⼀⾄星期六（上午10時⾄晚上7時） 

地點 藝術⾨，⾹港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6樓 

《論語》中提及“有⼀天，孔⼦帶著弟⼦如常出遊，他們在路途上遇⾒⼀對正在耕地的隱⼠。其中有⼀位
弟⼦前去問路，並介紹⾃⼰是孔⼦的弟⼦。隱⼠便對他說‘與其追隨⼀個會避開某類⼈的⼈，不如追隨
⼀個完全避開社會的⼈’。” 

⾹港——《隱逸》是中國藝術家的作品群展，他們使⽤不同媒介進⾏跨代探索，對社會固有的價值觀提
出疑問。避世是⼀種⾃覺的⽅式，可以開闢出⼀個質疑傳統、⽂化象徵、創傷、靈性、消費主義和混亂
等問題的空間。對激發獨⽴思考空間的渴望不僅是為了⾃我滿⾜，更重要的是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更深
⼊地理解我們存在的意義，正如袁宏道（1568–1610）所說：“世⼈但有殊癖，終⽣不易，便是名
⼠。”孤獨是藝術家在追求真正的快樂滿⾜的過程中培養殊癖的⼟壤。事實上，中國的隱⼠⽂化歷史悠
久，可以追溯到孔⼦所在的春秋戰國時期甚或更早的時期。例如明朝畫家朱耷，⼜名“⼋⼤⼭⼈”，在
明亡後假扮瘋癲僧⼈隱居⼭中以逃避社會。在當今的資訊化時代，城市化的加快推進也促使了很多⼈去
鄉村尋找靈魂歸宿。然⽽，我們⽇常⽣活的⽅⽅⾯⾯都⾮常依賴移動科技，要做到真正的隱居可謂是天
⽅夜譚，⽽唯⼀可⾏的⽅法就是將周遭環境幻化為虛擬替代現實。 

此次展覽將展出繪畫、設計和多媒體影像作品，以傳達在偶然世界中尋求永恆的集體願望。藝術家不為
環境所限，將⾃然和個⼈經歷作為靈感來源。《隱逸》揭⽰了疏離感作為藝術實踐的動⼒；藝術家克制
了作品的直⽩表達，為觀者體味每件作品的微妙之處留出餘地。這些後現代⽂⼈先鋒作品直抵觀者內⼼
深處，不動聲⾊地撫慰著觀者的⼼靈。 

關於李明 

李明的藝術實踐多元化，早期以影像作品⽽為⼈所知。他經常參與影像作品的敘事，探索影像表達的潛
⼒和象徵語⾔。⿊⽩影像作品《螢幕幽魂》參照⽂⼈傳統，表達了當代世界裡的⼀種深度渴望。道⼠打
扮的李明展開⼀隻⼿機螢幕形狀的⼤⾵箏，試圖在不同的城市和⾃然背景中拖放，畫⾯柔和。李明解釋
道：“放⾵箏時，我們需要注視⾵箏，並⽤⼿與其即時互動建⽴關係。⾵箏就像⼿機裡的照⽚⼀樣——可
以‘放⼤，縮⼩’，可以被拖拉，⽽重要的是它還處於美景中可⽤⼿機拍攝。在這件影像作品中，⾵箏
和螢幕彼此排他、相互隱喻。事實上，在我們這個時代，無論我們⾛到哪裡，都會有⼈掏出⼿機、點亮
⿊屏、複製眼前美景。相⽐之下，螢幕也成了⼀個⿊⾊⾊塊植⼊此景，圖像就如幽魂般流通各處。”藝
術家通過並置實景和⾵箏的空⽩靜⽌圖像來敘述這種⼈造和⾃然⾵景的不尋常結合令我們失去了觀察⾃
然與周遭環境的臨界距離。 



 

 

關於倪志琪 

倪志琪的《阿爾罕布拉宮》系列（2017）融合拼貼與繪畫的⽅式，選⽤中國古法⼿⼯造紙覆蓋於亞⿇布
⾯。作品聚焦阿爾罕布拉宮無限延伸的瓷磚圖形，讓⼈回溯關於這座屹⽴在⻄班⽛由中世紀摩爾⼈建造
的紅⾊宮殿的記憶。在中國傳統繪畫技藝的説明下，作品彰顯出樸實無華的氣息。物質本質的提煉源⾃
內⼼深處⾃然與平和的思想。作品褪去的顏⾊與粗糙的邊緣所隱含的藝術內核，帶有東⽅⼈⽂關懷和關
於時間記憶的思考。 

關於龎壔 

龎壔的⽗親龐薰琹和⺟親丘堤均是活躍於三⼗年代中國前衛藝術團體“決瀾社”的組織者和重要成員。
從50到70年代的動蕩時期，龎壔在學術界擔任獨⽴藝術家和教育家的⾓⾊。龎壔對政治並不感興趣，她
的作品被當時的藝術界視為保守派，並沒有觸發太多關於“前衛”或“傳統”的討論。1984年，龎壔在
巴黎⽣活⼀年，是⾸批被派往歐洲學習藝術的藝術家之⼀。1980年代初，她開始創作著名系列《⻘銅的
啟⽰》，該系列作品是龎壔有意識地從現實主義創作轉向完全抽象主義探索的⾥程碑。在此具有開創性
的系列中，龎壔運⽤細緻的技巧平⾯化地重現商代⻘銅器⽫的形象，並令畫作超越⼀般的裝飾意義。畫
⾯充滿了豐富⾊調變化的⾊塊和輕柔描繪的線條，賦予了作品⼀種虛幻的堅實感。 

關於仇德樹 

已故畫家和書法家仇德樹於1948年出⽣於上海的⼀個書⾹家庭，他與⼀群藝術家共同創⽴了草草社，以
野草⾃喻作為⿎勵獨⽴思考的宣⾔。當時仇德樹被藝術界邊緣化，承受著難以想像的⼼理壓⼒，導致中
⾵並⼀度喪失語⾔能⼒。在困境中，他會在畫室的後院散步捕捉靈感。仇德樹深受中國傳統哲學的影
響，尤其是莊⼦的《⿑物論》，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將⾃然形象化。最初他看到的是⻘⽯板的裂縫之
美，隨即他意識到⽯縫下那悄然無聲的⾃然之⼒。仇德樹早期進⾏的⽔墨實驗創作包括撕扯、摩擦宣
紙，重新組合紙張碎⽚以形成扭曲的⾵景圖像。由此⽣成的線條即“裂紋”，天然成趣、⾃由流暢地佈
滿畫⾯。本質上，《裂變》系列表達了他內⼼深處對精神平衡和⾃我修復的渴望，也對現代中國迅速變
化的景觀提出了不同的想像。 

關於楊丹鳳 

楊丹鳳，⼟⽣⼟⻑的上海⼈，是亞洲最早期的概念設計師之⼀。她結合中國傳統⼯藝技術創作有趣的作
品反映中國消費⽂化。改⾰開放後，⼈們急於追求⻄⽅的⽣活⽅式和服飾。在《無題》系列作品中，楊
丹鳳將領帶和其它受追捧的⻄⽅服飾元素結合70年代上海流⾏的裝飾藝術⾵格，以諷刺當時思維的變
化。此外，楊丹鳳亦受線上購物所啟發，《溫柔的包裝我》裝置系列探討關於包裝過程中⼈們對無處不
在的包裝盒和裡⾯的物品所表現的不同態度。我們總是專注包裝裡的內容⽽忘記了盒⼦的功能，從⽽引
伸⼀個社會現象，我們往往忽略服務式⾏業相關⼈員，他們應該擁有與消費者相應的尊重。因此，楊丹
鳳設計的包裝盒被膠帶捆綁，盒⼦採⽤⼿⼯絲綢刺繡製成，給平凡物件注⼊關懷和尊重，對商品在資本
主義下流通所需的基本材料表⽰懷疑。《內秀》系列以⾹⽔瓶的形狀為藍本，運⽤源⾃中國傳統內壺畫
的⼯藝於瓶內壁作畫，描繪出微縮的⾵景。這些有著不同寓意的玻璃瓶分別擺放在獨⽴的反射盒中，投
射如萬花筒般的視覺效果。 

關於朱佩鴻 

朱佩鴻的《我的空間》系列對⼤都市中不同的光線感興趣，作品專注於創作過程中閃現在畫⾯中的點、
線和⾊塊，及其相互間因聚散與消解⽽在畫⾯上留下的痕跡。此創作過程中，筆觸之間互相疊加、覆
蓋，顏料緩緩滴落蔓延、凝固⽌停，反反復複直⾄這些碎⽚化的痕跡達成⼀種內在的秩序，彼此間有機
地互相連接，構建起藝術家頭腦中所感知到的意識網路空間，猶如介於現實與虛擬間的烏托邦精神景
觀。 

 



 

 

關於藝術⾨ 

由林明珠⼥⼠創⽴的藝術⾨畫廊，如今已成為推動亞洲當代藝術發展的重要⼒量之⼀。創⽴於2005年，
藝術⾨在促進東⻄⽅國際對話以及跨⽂化交流上⼀直扮演著關鍵的⾓⾊。 

通過對年度展覽計劃認真規劃，藝術⾨為觀眾呈現美術館級別的⾼質量展覽，重新審視並挑戰亞洲⽂化
實踐的看法。通過中國和海外藝術家的強⼒組合，畫廊致⼒於展覽策劃並注重市場培育。 

藝術⾨畫廊在⾹港的旗艦空間位於歷史建築畢打⾏，上海的空間也選址在外灘的⼀座歷史建築內。不僅
擁有國際化的團隊，藝術⾨的影響⼒更是遍及全球，參加了紐約軍械庫藝博會（The Armory Show）、
科隆國際藝博會（Art Cologne）、⾹港巴塞爾藝博會（Art Basel）、弗⾥茲⼤師展（Frieze Masters）
以及⻄岸藝術與設計博覽會等國際主流藝術展。 

 

關注藝術⾨ 

 @pearllamgalleries 
 @pearllamgalleries 
 @pearllamfineart 
 Pearl Lam Galleries 
 艺术⻔ 
 藝術⾨ 
 藝術⾨画廊 Pearl Lam Galleries 

www.pearllam.com 

 

傳媒垂詢 

亞洲：       中國： 

陳葦殷 / 公關及市場部經理    Liesl Cheng / 公關及商務拓展經理 
charmaine@pearllamgalleries.com   PR@pearllamgalleries.com  
+852 2522 1428     +86 21 6323 1989 

英國、美國和其它地區: 

Priya Suman / Scott & Co 
priya@scott-andco.com 
+44 7951 223 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