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ART SG 新加坡藝博會 

展位 BD08 

貴賓預展（僅限受邀者）        2024年1⽉18⽇，星期四，下午2時⾄下午5時 

開幕之夜                                 2024年1⽉18⽇，星期四，下午5時⾄晚上9時 

公眾開放⽇                                 2024年1⽉19⽇，星期五，中午12時⾄晚上7時 
                                2024年1⽉20⽇，星期六，上午11時⾄晚上7時 

                                2024年1⽉21⽇，星期⽇，上午11時⾄下午5時 

地點                                            新加坡海灣舫⼤道10號濱海灣⾦沙會展中⼼018956 

新加坡—藝術⾨⼗分榮幸參與第⼆屆ART SG新加坡藝博會，該藝博會是東南亞最⼤型的國際藝術博覽
會。在此屆藝博會上，藝術⾨將展出來⾃中國、奈及利亞、斯洛伐克、英國和美國等多元藝術家的作品
選集，展現了畫廊美學的廣度。參展藝術家包括阿麗⽶·阿德⽡勒（⽣於1974年，奈及利亞）、薩姆森·阿
⾦尼爾（⽣於1986年，奈及利亞）、賈娜·⾙尼特斯（⽣於1985年，美國）、塗鴉先⽣（⽣於1994年，
英國）、⽶⾼·科爾曼（⽣於1987年，斯洛伐克）、⼤衛·拉切⾙爾（⽣於1963年，美國）、安東尼·⿆克
勒夫（⽣於1975年，英國）、巴巴吉德·奧拉通吉（⽣於1989年，奈及利亞）、安雅·潘⻄爾（⽣於1993
年，英國）、仇德樹（⽣於1948-2020年，中國） 、秦⽟芬（⽣於1954年，中國）、黛博拉·塞貢（⽣於
1994年，奈及利亞）、蘇笑柏（⽣於1949年，中國）、張健君（⽣於1955年，中國）、朱⾦⽯（⽣於
1954年，中國）及朱佩鴻（⽣於1987年，中國）。 

奈及利亞藝術家阿麗⽶·阿德⽡勒展開了⼀段創意之旅，圍繞著揭⽰定義⾮洲體驗的深刻之美和⽂化織錦。
此次展出的是他最新的系列作品《具象融合》，探討傳統寫實和當代抽象在⼈物繪畫領域的交會之處。
它證明了藝術家協調不同藝術元素的能⼒，為當代藝術中⼈物形象塑造的表達潛⼒提供了全新的視⾓。 

多學科當代藝術家薩姆森·阿⾦尼爾的藝術結合了維度、空間和美感，通過廢棄物和財富的相互作⽤，讓
⼈們潛意識地⼀睹看不⾒的事物，喚起⼀種永恆的約束和無限感。阿⾦尼爾的作品融合了抽象、寫實、
肖像畫、後印象派和裝置藝術，採⽤造型、鑄造、繪畫、縫製等多種技術，將觀者引⼊創作的過程中。
他多產的藝術創作涵蓋了廣泛的⾵格，以其變⾰⼒量吸引觀眾。 

今年的新加坡藝博會為賈娜·⾙尼特斯25年來的藝術創作歷程帶來了⼀場突破性的轉折。⾙尼特斯以⼿勢
抽象和具象肖像畫捕捉⼈體的活⼒⽽聞名。但這⼀次，她選擇了⼀個意想不到的主題: 花朵。簡單來說，
她以兩幅作品呈現了單⼀的主題:《⼤麗花1》和《⼤麗花2》。這些近景描繪作品更像是⼀幅肖像畫⽽不
是靜物畫。它們讚美了主題的獨特性，⾄少是實際花朵⼤⼩的⼗倍以上。近距離的描繪⾓度⼗分親密，
幾乎是羞澀的。藝術家邀請觀者靠近⼤麗花，仿佛要聞其芬芳。每⼀⽚花瓣都被精細地刻畫出來，⾓度
是⽤畫線描摹，褶皺透過光與影展現出來。 

多年來，⽶奇和其他迪⼠尼⾓⾊的演變經歷了⼀些顯著的變化。塗鴉先⽣從無數細微的蛻變中汲取靈
感，創作了合作系列《Disney Doodles迪⼠尼塗鴉》，向華特迪⼠尼公司成⽴100周年致敬他的創作，準
確地重新詮釋了各種經典場景，同時融⼊了他⾃⼰獨特、古怪的繪畫⾵格，並在作品中加⼊了各種迷你
塗鴉來取代傳統平⾯、塊狀的顏⾊。 



 
 
 
⽶⾼·科爾曼近年⼀直致⼒在植物世界中尋找靈感。花朵、花園和周圍⾃然的美讓他充滿快樂。他⽤扁平
堅實的油畫顏料塊將這份快樂轉化到畫布上。這些顏料塊既是裝飾品，也是主題，它們增強並打破了在
構圖中的存在感。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捕捉觀者眼中的激動之情。藝術家⺫前在巴黎居住和⼯作。 

在80年代末從事攝影事業期間，當時17歲的拉切⾙爾獲得了安迪·沃荷⾸份⼯作邀約，為《Interview》雜
誌拍攝照⽚，促使他接觸到國際刊物和名⼈。作為少數能將編輯攝影和藝術攝影的平衡作為⾃我表達語
⾔的⼈之⼀，拉切⾙爾通過⼤膽、充滿活⼒、時刻⾵格化的調⾊板和創造⼒，試圖通過整體性的⼈物形
象、宗教和社會環保主義來⾰新藝術形式。他的作品在很⼤程度上受到藝術史和流⾏⽂化的啟發，其中
的⼀部分作品喚起了古典主題和當代藝術，提供了對標誌性圖像的另類解讀。 

安東尼·⿆克勒夫被稱為現代表現主義者，他的作品植根於社會評論和⾃我審視。作品《阿⽡（花卉
畫）》反映著⿆克勒夫與⽇俱增的對觀察⾃然世界的興趣。標記製作的演變和嘗試以⾮傳統的動態⽅式
使他的油畫多了創作性的開端。這些花卉繪畫亦受到埃⽶爾·諾爾德、⽂森特·梵古、柴姆·蘇丁等印象派畫
家的影響。 

巴巴吉德·奧拉通吉是⼀位⾃學成才的奈及利亞藝術家，他將展⽰他的《部落標記》系列中的超寫實粉彩
和壓克⼒肖像作品。這個系列深⼊探索了⾯部劃痕的傳統⽂化，這⼀實踐在奈及利亞的農村⺠族部落中
被⽤於⾝份識別和社會等級分類。雖然奧拉通吉的主題是虛構的，但他巧妙地結合了他在⽇常⽣活中遇
到的各種個體的⾯部特徵。 

安雅·潘⻄爾是⼀位居住在倫敦的紡織藝術家，她具有威爾斯和迦納⾎統。潘⻄爾將傳統⼿⼯製作地毯的
技術與⾮洲髮型設計⽅法相結合，她的創作主要以⾃傳為基礎，靈感來⾃於她的童年、家庭故事以及威
爾⼠和迦納的神話傳說，同時探索⾝份認同和性別勞動，並試圖推廣那些與⼥性和其他邊緣群體相關⽽
在歷史上被貶低的藝術實踐⽅式。 

仇德樹深受中國傳統哲學的影響，作品在宏觀和微觀層⾯上描繪了⾃然變化。最初他對岩⽯板上的裂縫
產⽣了興趣，隨後意識到它具有無聲但⾃然的⼒量。通過在宣紙上使⽤墨和⾊彩，他的系列作品《裂
變》表達了對精神平衡和⾃我療愈的內⼼渴望，但同時也提出了對現代中國快速變化景觀的反烏托邦式
願景。 

⾃1980年以來，秦⽟芬借鑒中國傳統書法和寫意繪畫⾵格，發展了⼀種簡約的抽象⽔墨畫⾵格。在《⾊
彩遷徙》中，她在⼤型宣紙上使⽤了彩⾊礦物顏料和墨⽔。廣闊的筆觸、流動的⾊彩和浸透⽔墨的表⾯
超越了傳統⽔墨畫的⾊、墨、粉的美學，拓展了當代⽔墨藝術的視野。 

黛博拉·塞貢的繪畫可以被描述為⽴體派和抽象藝術的融合。她採⽤了⼀種富有趣味和純粹主義的⽅法，
將形態放在複雜細節之上，並探索多樣化的藝術媒介。她的作品主要圍繞在形象的表現展開，特別注重
肖像畫。創作靈感來⾃她作為⼥性的個⼈經歷，以及她對所處空間的觀察。 

蘇笑柏創作了⼀種感性⽽嚴謹的藝術，它無法被歸類，然⽽它所選擇的媒材——漆器——卻深植於中國
歷史之中。他的作品既放縱⼜神秘，既具有挑戰性的雕塑感，⼜有精美絕倫的繪畫技巧。從⾙殼般的光
澤到感性⽽曲線優美的輪廓和磨損的質感，它們完全按照⾃⼰的⽅式存在，擁有⾃⼰的歷史、特徵和獨
⽴存在。他的藝術不是描繪其他物體，⽽是與存在本⾝的概念相互交融。在其核⼼，作品運⽤藝術的視
覺語⾔和背景來體現既具有哲學意義，⼜具有普遍性的問題，觸及⽇常⼈類層⾯。 

在1980年代，張健君踏上了抽象繪畫之旅。他通過語⾔的完整性表達了對⼈類和宇宙的觀點，並不斷探
索存在的本體狀態。他的作品展⽰了對東⽅⾵格的堅定信念和理解。《第⼀滴⽔》系列凝聚了他對⽣命
起源的想像，將其描繪為⼀個複雜的瞬間，捕捉了⽔的多樣化運動。⼀滴孤獨的⽔珠與無邊的漣漪之間
的對⽐，通過時間的瞬間和永恆之間的戲劇性和詩意⽽展現。 

朱⾦⽯是中國抽象藝術和裝置藝術的先驅。儘管作品抽象，卻紮根於隱喻之中。他將瞬息萬變且內在的
經驗融⼊惰性物質之中，通過想像⼒和深刻的表達，找到了⼀種富有表現⼒的等效形式。展出的作品包
括朱⾦⽯標誌性的抽象厚塗畫，包括《關雲⻑是誰》。這件作品是關鍵作品，以經典⼩說《三國演義》
作為隱含背景，建構了⼀個抽象的多維空間。 

朱佩鴻1987年出⽣於上海，其藝術創作的靈感源⾃他對上海這座城市的視覺記憶。在作品《⽣⻑》中，
藝術家專注于點、線和⾊塊，筆觸重疊並相互覆蓋。顏料慢慢地滴落、擴散，凝固、停⽌，反反復複，



 
 
 
直⾄這些碎⽚化的痕跡達到⼀種內在的秩序，有機地相互連接，構建出藝術家頭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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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組合，畫廊致⼒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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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藝術⾨ 

     @pearllamgalleries   藝術⾨ 
     @pearllamgalleries   藝術⾨ 
    @pearllamfineart   藝術⾨畫廊 Pearl Lam Galleries  
  Pearl Lam Galleries www.pearllam.com 

 

傳媒垂詢 

亞洲：       中國： 

陳葦殷 / 副總監，公關及市場部   ⿈靈欣 / 公關及社群媒體經理 
charmaine@pearllamgalleries.com   PR@pearllamgalleries.com 
+852 2522 1428     +86 21 6323 1989 
 
英國、美國和其它地區： 

Carlotta Dennis-Lovaglio / Scott & Co 
carlotta@scott-andco.com 
+44 7895 446 919 

 

http://www.pearllam.com/
mailto:charmaine@pearllamgalleries.com
mailto:PR@pearllamgalleries.com
mailto:carlotta@scott-andc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