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 

記憶的載體 

呈獻阿麗⽶ ·阿德⽡勒、恩⾥科 ·⾺羅內 ·沁扎諾、菲利普·考爾伯特、萊昂納多·德鲁、杜震君、 
貢嘎嘉措、⼤衛·拉切⾙爾、安東尼·⿆克勒夫、塞繆爾·諾羅姆、巴巴吉德·奧拉通吉、 
嘉多特·布吉爾多、⽶⾼·史坦奈克、楊丹鳳作品 

⽇期 2024年11⽉15⽇⾄12⽉21⽇，星期⼀⾄星期六 
 上午10時⾄晚上7時 

地點 藝術⾨，⾹港中環都爹利街3–11號 律敦治中⼼律敦治⼤廈地下 

⾹港—⾺塞爾·普魯斯特曾說：「唯⼀的天堂是失落的天堂。」這句話突顯了記憶的苦樂參半的本質。此
次群展名為《記憶的載體》，探討了記憶如何在快速的社會變⾰中塑造我們的存在感。此次展覽將展出
阿麗⽶·阿德⽡勒（⽣於1974年，奈及利亞）、恩⾥科·⾺羅內·沁扎諾（⽣於1967年，意⼤利）、菲利普·
考爾伯特（⽣於1979年，英國）、萊昂納多·德鲁（⽣於1961年，美國）、杜震君（⽣於1961年，中
國）、貢嘎嘉措（⽣於1961年，⻄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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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繆爾·諾羅姆（⽣於1990年，奈及利亞）、巴巴吉德·奧拉通吉（⽣於1989年，奈及
利亞）、嘉多特·布吉爾多（⽣於1970年，印尼）、⽶⾼·史坦奈克（⽣於1982年，澳⼤利亞）、楊丹鳳
（⽣於1980年，中國）等⼗三位藝術家的作品。展覽分為五個獨特的章節，循環呈現了記憶的形成、變
形、喪失和保存。觀眾被邀請在不同的領域之間穿梭，以理解記憶模糊不清的特質。 

第⼀章：懷舊、瞬息與集體記憶 

楊丹鳳透過使⽤來⾃⻄⽅的現代材料和理念，重新定義了傳統中國藝術與⼯藝，創作出充滿活⼒的設計
作品。她標誌性的作品「贗品椅」運⽤包裹軟墊的⽅式混合假名牌⼿袋⽪⾰製作，融合了中國元素和⻄
⽅洛可可⾵格。透過顛覆傳統的模仿帶來的視覺衝擊和刺激，楊照亮了我們在消費主義世界中對真實性
的追求。 

⼤衛·拉切⾙爾出⽣於康乃狄克州，他⽣動且充滿激情的構圖迅速贏得了國際讚譽。拉切⾙爾以⼤膽的⾊
彩運⽤和超現實的場景⽽聞名，將傳統攝影轉變為各種各樣的社會評論形式，⽽他的標誌性名⼈肖像更
揭⽰了名望的瞬息與空虛。 

第⼆章：解碼記憶過程 

塞繆爾·諾羅姆少時在⽗親的鞋店和⺟親的裁縫店幫忙時發現了⾃⼰的藝術天賦，其⽴體作品通常取材於
廢棄材料，包括安卡拉或⾮洲蠟印花布碎⽚及廢棄泡沫，通過縫紉、捲繞、打結、穿繩、懸掛等⼿法結
合起來，匯聚成⼀個有機⽽具體的實體，訴說著他於奈及利亞成⻑的⽂化記憶。在《犧牲⽣活》中，諾
羅姆探討了社區、純潔和集體宗教儀式的主題，邀請觀眾以開放的⽅式分享⾃⼰的記憶。 



 
 
 
菲利普·考爾伯特在作品中融⼊了他的⻯蝦替⾝，以探索⾼雅藝術與當代流⾏⽂化之間的交叉點。透過佈
置⻯蝦周遭的虛構景觀，考爾伯特的畫作充滿了經典的符號和意象。他表⽰：「作為⼀名藝術家，我著
迷於通過符號進⾏交流，⽽⻯蝦作為明亮的紅⾊死亡和超現實主義的象徵，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奈及利亞出⽣的藝術家巴巴吉德·奧拉通吉運⽤超現實主義技巧創作肖像，通常描繪來⾃不同社會階層的
虛構⾓⾊。藝術家使⽤明暗對照等畫法來描繪這些有著⾯部划痕的傳統⼈物，促使觀眾思考命運、⾝
份、失落和親情的主題。對他來說，這些畫作成為⼀個追憶的載體，提醒觀眾⽣命的短暫與我們的共同
命運。 

第三章：記憶的物質性與⾮物質性 

澳⼤利亞藝術家⽶⾼·史坦奈克的繪畫作品結合了傳統繪畫的觸覺體驗和數字世界的壯麗，因為在科技驅
動的世界中，我們的記憶變得愈加流動。當電腦⽣成圖像及快速的電⼦傳輸已經成為社會規範，史坦奈
克的作品對我們不斷渴望消費影像的⼼態進⾏了深刻的批判。 

嘉多特·布吉爾多的作品探討了源⾃⽇常⽣活中的異常與悲劇。他的作品使⽤多層織物拼貼，促使觀者重
新檢視對藝術的理解。透過運⽤不同的顏⾊和布料的原始紋理，布吉爾多強調了記憶既可以是有形的，
也可以是抽象的，在我們與世界的互動下被不斷重塑，並被我們⽇常留下的⽣活痕跡記錄下來。因此，
我們對藝術的視覺體驗完全依賴於我們記憶的⽅式，體現了我們賦予那些短暫和瞬間的物質的形象。 

恩⾥科·⾺羅內·沁扎諾富實⽤性的設計作品體現了對⾃然資源和⼯藝的尊重，探討了美學與注重環保的設
計之間是否可以找到平衡。沁扎諾受到豐富的城市建築成⾧背景啟發，利⽤有限的⾃然資源創造功能性
藝術，強調每⼀件作品都是我們集體創造⼒和物質使⽤的有形提醒，能夠經歷時間的考驗。同時⿎勵觀
者深思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促使我們反思永續設計在⽣活中的影響。 

第四章：記憶是⾃我審視、層疊、不斷重塑的 

安東尼·⿆克勒夫對顏料的物理特性進⾏實驗，他對形式和質感的深刻探索，使繪畫轉變為⼀種新的物理
形式。他將顏料變成了⼀種可以編織和鑲嵌的材料，與⽪⾰、盔甲和不同的纏繞花卉紋理相呼應。透過
描繪⼀個充滿情感掙扎的⼈物，⿆克勒夫探討了我們的思考過程和⼼理構造。 

萊昂納多·德魯的⽴體作品透過材料的使⽤表達了記憶的重量。他運⽤現成材料創作出壁掛式雕塑作品，
喚起與其⾮裔美國⼈⾝份相關的社會政治問題，展現了⼈類精神的韌性，並突顯了塑造我們「⾃我」的
種種⽭盾。 

第五章：碎⽚化與重聚 

杜震君主要致⼒於數碼多媒體創作，以批判現今數碼科技主導的社會中的各種現象。他的數碼攝影作品
探討了碎⽚化和混亂的主題，反映了當代⽣活的⽀離破碎。在《通天國》系列作品中，杜邀請觀眾思考
在我們的記憶受到⼤眾媒體的塑造下，還可以保留的⾃我部分。他的攝影作品作為集體記憶的膠囊，引
領我們在快速發展的世界中接受過去。 

貢嘎嘉措將傳統藝術與當代流⾏⽂化結合，挑戰我們思考⼤眾媒體對⾃我認知的影響。透過將多元⽂化
符號整合為主體，嘉措突顯了全球化背景下個體認同的碎⽚化，以及我們與傳統不斷演變本質的⾾爭。 

阿麗⽶·阿德⽡勒的作品探討了城市急速發展對社區和個⼈⾝分的影響。他的作品富有深度和肌理，喚起
了在城市⽣活中的多重體驗，促使觀眾在現代⽣活的混亂中反思⾃⼰的記憶。作品結合了時間和死亡等
主題，深⼊思考在城市的急速節奏下個⼈與集體歷史的持續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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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廊致⼒於展覽策劃並注重市場培育。  

藝術⾨畫廊位於⾹港和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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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裡茲⼤師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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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欣 / 公关及社交媒体经理
charmaine@pearllamgalleries.com   PR@pearllamgalleries.com 
+852 2522 1428     +86 21 6323 1989 
 
英國、美國和其它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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