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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藝術⾨即將榮幸呈現群展《時間的形狀》，展覽作品來⾃藝術家：朱⾦⽯、倪志琪、⺩⼩松、陳
彧凡、任⽇和朱佩鴻。此次展覽以藝術創作過程中的時間緯度為視⾓，旨在探討時間如何成為藝術家創
作的⼀個重要因素。雖然我們無法直接觀察“時間”，卻可以借由⼈們在不同時刻與環境下，對⽣命存
在形式的不同認知和解讀，窺探在⼈類活動作⽤下“時間的形狀”。此次展覽的六位藝術家，均有旅居
或求學海外的經歷，在東⽅與⻄⽅之間，從他們⾃⾝的⽣命經歷出發，使⽤了屬於⾃我的闡釋⽅式與修
辭⼿段，來表達那些構成他們內⼼世界的“時間的形狀”，從⽽建構個⼈的敘事⽅式及藝術語⾔。 

耶魯⼤學藝術史教授喬治·庫布勒（1912–1996），在他1962年出版的《時間的形狀：造物史論》⼀書中，
呼籲對“時間的形狀”進⾏反思，跳脫出那種以⽣物的成⻑、衰⽼和死亡為⽐喻的普遍性“⽣物模式”
歷史敘事的幻覺。此次展覽以《時間的形狀》為題，延續了⾃1970–1980年代以來，對⻄⽅盛⾏進步式
烏托邦理想的質疑。當今地緣政治的加速裂變及全球化的突飛猛進，均引起了關於多重歷史敘事的激烈
交鋒。隨著藝術史⻑河的湧動，我們愈發清晰“時間的形狀”並⾮只有⼀種，在不同時刻以及不同環境
下的⼈們，對⽣命存在形式和時間的認知各不相同。與⻄⽅所注重的邏輯理性思辨⽅式不同，東⽅傳統
哲學的直觀會意思維，重在意會和瞬間感悟，由此⽣發出迥然不同的東⽅美學。 

回顧朱⾦⽯過去四⼗餘年的藝術實踐，抽象繪畫與觀念裝置藝術是兩條互為平⾏⼜對抗的延展脈絡。朱
⾦⽯的“厚繪畫”⾵格獨具⼀格，藝術家⽤調⾊板、砌牆抹⼑、⽊鏟、⼗五公分的畫筆等將顏料重⾊厚
塗於畫布之上，凸顯出極具雕塑感的三維樣式，畫⾯上的空隙、斷裂、留⽩、厚度、顏料形成⼀套⾃屬
的視覺系統。在此次展出的裝置作品中，宣紙、⽵⼦等材料的運⽤令⼈驚異，紙張本⾝的物理特質和⽂
化内容被消解，柔軟的紙張被賦予建築的體量，輕盈堆疊成繁複與堅韌。在敞開的空間內，藝術由私密
轉向為公眾，作品與空間⼀起延展成為特殊的結構景觀。 

倪志琪在其創作的《阿爾罕布拉宮》系列中，選⽤中國古法⼿⼯造紙覆蓋於亞⿇布⾯，以融合拼貼與繪
畫的⽅式，將畫⾯分割構成無限延伸的瓷磚圖形，回溯關於這座屹⽴在⻄班⽛由中世紀摩爾⼈建造的紅
⾊寶殿記憶。有時候藝術家還從歐洲建築的殘缺部分，獲取靈感進⾏藝術的再創作，並將歐洲特有的⼈
⽂環境轉化為⾃⾝的獨特感性表達，在中國傳統繪畫技藝的幫助下彰顯平實無華的氣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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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意，是帶有東⽅⼈⽂
關懷及對時間記憶的思考。 

⺩⼩松始終堅守以傳統“油彩與布⾯”為主要媒介與形式，在不斷實踐中突破了傳統繪畫中固有矩形外
框或者其它幾何形邊界的視覺定義，提出了具有⾰新性的“多維度繪畫”理念。“多維度繪畫”旨在探
討彎曲與皺褶空間的藝術表現形式。⺩⼩松將平⾯繪畫裏的線條、⾊彩、構圖、肌理等變數，延伸⾄多
元⽴體空間，運⽤⼤⾯積單⾊鋪陳、凹凸的畫⾯等，竭⼒探討彎曲空間中繪畫形式與變數間的關係，在



畫⾯上折射出中⻄⽅雙重⽂化的共性與衝突。其作品表現出超越材料形式之外的⽣命與靈魂，以彎曲的
形狀隱喻當下⼈性的焦慮及精神困境影響下的多變性，發⼈深思。 

陳彧凡的藝術創作取源於“道”和“禪”，通過重複排列的點、線以及純淨的⾊彩，轉化為他獨有的冥
想過程和個⼈語⾔。陳彧凡的作品圍繞著視覺的結構與意念的强度，並借由物與空間的集與散，構成了
他獨特的藝術實踐。作品由點和線組成的平⾯，⾯與物構成空間，再以疊加重複⾏為發展出時間的線索，
這是藝術家與材料的溝通過程，這既是藝術家的⼀種⾃我體驗的修⾏，⼜是⼀種觀念性⾏為藝術。 此次
展出的作品中，可⾒藝術家對繪畫的可能性的探尋，從⼆維平⾯的繪畫、到三維的⽴體裝置，以及如何
從形式、內容到觀念的外在整體性和內在關聯性。 

任⽇的作品運⽤了蜂蠟這⼀獨特媒介，他對蜜蜂⼼理學的瞭解和⾃然的親近讓他得以與蜜蜂合作，從⽽
創作出讓⼈驚豔的雕塑作品。藝術家的雕塑體現出⼈與⾃然的關係，包括和諧、解構、重塑和干預，在
此過程中也可能產⽣無法預期的、變化的和令⼈驚奇的結果。他的⾸個系列作品《元塑系列之⼀：幾何
學的起源》，包括多件由蜂蠟製成的地圖。在《元塑系列之⼆》中，蜂后被置於盒⼦的中央，⼯蜂便開
始圍繞它築巢。《元塑系列之三》則是探討⼈類與蜜蜂關係的⾏為藝術表演，他把⾃⼰看作⼀個平⾯，
將蜜蜂按壓在臉上、被蜜蜂不停地蜇咬。 

朱佩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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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創作過程中，筆觸之間互相疊加、覆蓋，顏料緩緩滴落蔓延、凝固⽌停，反反覆覆直⾄這些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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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來，宇宙間⽣命體的意識彼此連結形成⼀張意識網絡，當他投⾝於創作的時候，這些意識
能量體通過畫⾯中的⾊彩與之同振共鳴，並在線與線之間被牽引，於是畫⾯中的線形成⼀個通道，暗⽰
了⼀個個⾏進中的運動軌跡。它們時⽽聚攏、時⽽消散，最終達成⼀種內在的平衡、有序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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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對年度展覽計畫認真規劃，藝術⾨為觀眾呈現美術館級別的⾼品質展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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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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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了科隆國際藝博會（Art Colog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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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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