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 

记忆的载体 

呈献阿丽⽶·阿德⽡勒、恩⾥科·⻢罗内·沁扎诺、菲利普·考尔伯特、莱昂纳多·德鲁、杜震君、 
贡嘎嘉措、⼤卫·拉切⻉尔、安东尼·⻨克勒夫、塞缪尔·诺罗姆、巴巴吉德·奥拉通吉、 
嘉多特·布吉尔多、⽶⾼·史坦奈克、杨丹凤作品 

⽇期 2024年11⽉15⽇⾄12⽉21⽇，星期⼀⾄星期六 

 上午10时⾄晚上7时 

地点 藝術⾨，⾹港中环都爹利街3–11号 律敦治中⼼律敦治⼤厦地下 

⾹港—⻢塞尔·普鲁斯特曾说：“唯⼀的天堂是失落的天堂。”这句话突显了记忆的苦乐参半的本质。此
次群展名为《记忆的载体》，探讨了记忆如何在快速的社会变⾰中塑造我们的存在感。此次展览将展出
阿丽⽶·阿德⽡勒（⽣于1974年，尼⽇利亚）、恩⾥科·⻢罗内·沁扎诺（⽣于1967年，意⼤利）、菲利
普·考尔伯特（⽣于1979年，英国）、莱昂纳多·德鲁（⽣于1961年，美国）、杜震君（⽣于1961年，中
国）、贡嘎嘉措（⽣于1961年，⻄藏）、⼤卫·拉切⻉尔（⽣于1963年，美国）、安东尼·⻨克勒夫（⽣于
1975年，英国）、塞缪尔·诺罗姆（⽣于1990年，尼⽇利亚）、巴巴吉德·奥拉通吉（⽣于1989年，尼⽇
利亚）、嘉多特·布吉尔多（⽣于1970年，印尼）、⽶⾼·史坦奈克（⽣于1982年，澳⼤利亚）、杨丹凤
（⽣于1980年，中国）等⼗三位艺术家的作品。展览分为五个独特的章节，循环呈现了记忆的形成、变
形、丧失和保存。观众被邀请在不同的领域之间穿梭，以理解记忆模糊不清的特质。 

第⼀章：怀旧、瞬息与集体记忆 

杨丹凤通过使⽤来⾃⻄⽅的现代材料和理念，重新定义了传统中国艺术与⼯艺，创作出充满活⼒的设计
作品。她标志性的作品「赝品椅」运⽤包裹软垫的⽅式混合假名牌⼿袋⽪⾰制作，融合了中国元素和⻄
⽅洛可可⻛格。通过颠覆传统的模仿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刺激，杨照亮了我们在消费主义世界中对真实性
的追求。 

⼤卫·拉切⻉尔出⽣于康涅狄格州，他⽣动且充满激情的构图迅速赢得了国际赞誉。拉切⻉尔以⼤胆的⾊
彩运⽤和超现实的场景⽽闻名，将传统摄影转变为各种各样的社会评论形式，⽽他的标志性名⼈肖像更
揭⽰了名望的瞬息与空虚。 

第⼆章：解码记忆过程 

塞缪尔·诺罗姆少时在⽗亲的鞋店和⺟亲的裁缝店帮忙时发现了⾃⼰的艺术天赋，其⽴体作品通常取材于
废弃材料，包括安卡拉或⾮洲蜡印花布碎⽚及废弃泡沫，通过缝纫、卷绕、打结、穿绳、悬挂等⼿法结
合起来，汇聚成⼀个有机⽽具体的实体，诉说着他于尼⽇利亚成⻓的⽂化记忆。在《牺牲⽣活》中，诺
罗姆探讨了社区、纯洁和集体宗教仪式的主题，邀请观众以开放的⽅式分享⾃⼰的记忆。 



 
 
 
菲利普·考尔伯特在作品中融⼊了他的⻰虾替⾝，以探索⾼雅艺术与当代流⾏⽂化之间的交叉点。通过布
置⻰虾周遭的虚构景观，考尔伯特的画作充满了经典的符号和意象。他表⽰：“作为⼀名艺术家，我着
迷于通过符号进⾏交流，⽽⻰虾作为明亮的红⾊死亡和超现实主义的象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尼⽇利亚出⽣的艺术家巴巴吉德·奥拉通吉运⽤超现实主义技巧创作肖像，通常描绘来⾃不同社会阶层的
虚构⾓⾊。艺术家使⽤明暗对照等画法来描绘这些有着⾯部划痕的传统⼈物，促使观众思考命运、⾝
份、失落和亲情的主题。对他来说，这些画作成为⼀个追忆的载体，提醒观众⽣命的短暂与我们的共同
命运。 

第三章：记忆的物质性与⾮物质性 

澳⼤利亚艺术家⽶⾼·史坦奈克的绘画作品结合了传统绘画的触觉体验和数字世界的壮丽，因为在科技驱
动的世界中，我们的记忆变得愈加流动。当计算机⽣成图像及快速的电⼦传输已经成为社会规范，史坦
奈克的作品对我们不断渴望消费影像的⼼态进⾏了深刻的批判。 

嘉多特·布吉尔多的作品探讨了源⾃⽇常⽣活中的异常与悲剧。他的作品使⽤多层织物拼贴，促使观者重
新检视对艺术的理解。通过运⽤不同的颜⾊和布料的原始纹理，布吉尔多强调了记忆既可以是有形的，
也可以是抽象的，在我们与世界的互动下被不断重塑，并被我们⽇常留下的⽣活痕迹记录下来。因此，
我们对艺术的视觉体验完全依赖于我们记忆的⽅式，体现了我们赋予那些短暂和瞬时的物质的形象。 

恩⾥科·⻢罗内·沁扎诺富实⽤性的设计作品体现了对⾃然资源和⼯艺的尊重，探讨了美学与注重环保的设
计之间是否可以找到平衡。沁扎诺受到丰富的城市建筑成⻓背景启发，利⽤有限的⾃然资源创造功能性
艺术，强调每⼀件作品都是我们集体创造⼒和物质使⽤的有形提醒，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同时⿎励观
者深思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促使我们反思永续设计在⽣活中的影响。 

第四章：记忆是⾃我审视、层叠、不断重塑的 

安东尼·⻨克勒夫对颜料的物理特性进⾏实验，他对形式和质感的深刻探索，使绘画转变为⼀种新的物理
形式。他将颜料变成了⼀种可以编织和镶嵌的材料，与⽪⾰、盔甲和不同的缠绕花卉纹理相呼应。通过
描绘⼀个充满情感挣扎的⼈物，⻨克勒夫探讨了我们的思考过程和⼼理构造。 

莱昂纳多·德鲁的⽴体作品通过材料的使⽤表达了记忆的重量。他运⽤现成材料创作出壁挂式雕塑作品，
唤起与其⾮裔美国⼈⾝份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展现了⼈类精神的韧性，并突显了塑造我们「⾃我」的
种种⽭盾。 

第五章：碎⽚化与重聚 

杜震君主要致⼒于数字多媒体创作，以批判现今数字科技主导的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他的数字摄影作品
探讨了碎⽚化和混乱的主题，反映了当代⽣活的⽀离破碎。在“通天国”系列作品中，杜邀请观众思考
在我们的记忆受到⼤众媒体的塑造下，还可以保留的⾃我部分。他的摄影作品作为集体记忆的胶囊，引
领我们在快速发展的世界中接受过去。 

贡嘎嘉措将传统艺术与当代流⾏⽂化结合，挑战我们思考⼤众媒体对⾃我认知的影响。通过将多元⽂化
符号整合为主体，嘉措突显了全球化背景下个体认同的碎⽚化，以及我们与传统不断演变本质的⽃争。 

阿丽⽶·阿德⽡勒的作品探讨了城市急速发展对社区和个⼈⾝分的影响。他的作品富有深度和肌理，唤起
了在城市⽣活中的多重体验，促使观众在现代⽣活的混乱中反思⾃⼰的记忆。作品结合了时间和死亡等
主题，深⼊思考在城市的急速节奏下个⼈与集体历史的持续和解。 



 
 
 
关于藝術⾨ 

由林明珠⼥⼠创⽴的藝術⾨画廊，如今已成为推动亚洲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量之⼀。创⽴于2005年，
藝術⾨在促进东⻄⽅国际对话以及跨⽂化交流上⼀直扮演着关键的⾓⾊。 

通过对年度展览计划认真规划，藝術⾨为观众呈现美术馆级别的⾼品质展览，重新审视并挑战亚洲⽂化
实践的看法。通过中国和海外艺术家的强⼒组合，画廊致⼒于展览策划并注重市场培育。  

藝術⾨画廊位于⾹港和上海。不仅拥有国际化的团队，藝術⾨的影响⼒更是遍及全球，参加了科隆国际
艺博会（Art Cologne）、巴塞尔艺博会（Art Basel）、弗⾥兹⼤师展（Frieze Masters）以及⻄岸艺术
与设计博览会等国际主流艺术展。  

 

关注藝術⾨ 

     @pearllamgalleries   藝術⾨ 
     @pearllamgalleries   藝術⾨ 
    @pearllamfineart   藝術⾨画廊 Pearl Lam Galleries  
  Pearl Lam Galleries www.pearllam.com 

 

传媒垂询 

亚洲：       中国： 

陈苇殷 / 副总监，公关及市场部   ⻩灵欣 / 公关及社群媒体经理
charmaine@pearllamgalleries.com   PR@pearllamgalleries.com 
+852 2522 1428     +86 21 6323 1989 
 
英国、美国和其它地区： 

Benji Prescott / Scott & Co 
benji@scott-andco.com 
+44 (0)20 3487 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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