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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周刊

“不在图像中行动”展览项目，由艺术

家孙原&彭禹和独立策展人崔灿灿共同策

划。该项目于 2013 年正式开始启动，经历

了一年多的与艺术家的深度沟通和探讨，

最终选定 34 位艺术家参展（包括两个艺术

机构和三个艺术小组）。

展览于 12 月 13 日在北京三家著名艺

术机构——常青画廊、佩斯北京、当代唐

人 艺 术 中 心 同 时 开 幕 和 呈 现 ，展 期 至

2015 年 3 月 15 日，为期三个月。同时，展

览开幕后将举办 4 场公共研讨和讲座，并

将于 2015 年 5 月出版展览画册与相关文

献图录。

此次展览集中展现了在 2008 年之后，

中国当代艺术所发生的一种新的艺术方

式和方向，这种方式强调个体艺术家在社

会和生活中的全面实践，艺术实践不再以

获得图像或是制造视觉化的物品为目的，

而是在自我实践中强调生活本身的特殊

方式和形态。

在当代艺术系统不断体制化的今天，

这个展览所针对的是艺术沦为物品被交换

的知识与经验，那种因明确的、有效的、实

用的艺术流通渠道应运而生的艺术生产思

路。此次展览即有别于带有明确交换性质

的艺术展览的运作方式，又将资本系统重

新运用于对于新的艺术方向的推动。一反

常规的是，此次受邀参展的 34 位（组）艺术

家的作品并不是为迎合此次活动而创作

的，它自身在现实和生活中已经发生。基

于这些“作品”的特殊形态，策展人在展厅

中设计了一个独特的交流线索，以艺术家

的第一口吻讲述那些不可记录或是无需被

视觉展示的行动和经历。诚然，这样一个

展览对于策展人、艺术家、艺术机构而言都

是一种尝试，它既不在历史的规律之中，也

不以进入未来作为标准。它将艺术重新回

到个体生活的行动与发生之中，难以被明

确的归纳和划分，但这些“作品”至少符合

一个基本的共识：不在图像中行动。

总有一种态度无法变成形式，但它却

会在行动中不断地显现，在艺术已经不能

提供任何新的创造的时候，生活也许正在

悄然发生变化。 （焉笑华）

“不在图像中行动”展于798开幕

12 月 13 日下午 3 时，“索玛花开——

原生态音乐分享会”在北京时代美术馆 36

层举行。此次音乐分享会是北京时代美术

馆主办的“云中蜀歌”系列互动交流活动的

第二场。资深音乐制作人、华语传媒大奖

得主，《吉祥三宝》、《天边》等歌曲制作人秦

万民，羌族文化继承人、汶川地震抗震救灾

先进个人余步勇，彝族原生态歌手、被誉为

“无量山的百灵鸟”的阿朵故烈及同伴非明

荣，以及彝族原生态歌手沙玛尔西等嘉宾

出席了分享会。

彝族和羌族都是我国西部的古老民

族，能 歌 善 舞，音 乐 风 格 原 始 而 又 古 朴。

本次活动的嘉宾余步勇与大家分享了羌

族的文化、习俗、宗教、音乐等文化；余步

勇与他的小儿子还为观众表演了羌族的

锅庄舞。据他介绍，羌族的锅庄舞有别于

西藏，舞蹈步法变化更多，胯部的动势也

较为丰富，以此来凸显舞者身上所佩戴的

羌绣。

彝族“木给帕”组合的女歌手阿朵故烈

和她的同伴非明荣与大家分享了彝族山

歌，并现场为大家献上一组经典的彝族原

生态歌曲。阿朵故烈与秦万民还现场做起

了尝试，在吉他伴奏下分别以民谣、摇滚等

不同唱法演绎了彝族歌曲。

另一位彝族姑娘沙玛尔西则分享了她

的音乐经历，以一曲纯净又富有穿透力的

音乐引来阵阵掌声。沙玛尔西还为观众展

示了彝族特有的乐器口弦。

节目互动过程中，一位侗族大哥为观

众带来一曲侗族歌曲，并希望借此促进民

族之间文化的交流。 （王 奎）

索玛花开
——原生态音乐分享会在京举行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连紫华瓷

艺作品展”，于 11 月下旬在国家博物馆西

大厅开幕。

德化窑是我国最重要的民窑之一，连

紫华作为新生代德化瓷艺的优秀传人，具

有很高的艺术悟性，尤长于传统佛教人物

的塑造，25 岁时便受故宫博物院邀请复制

何朝宗的“渡海达摩”，被业界称为“仿何第

一人”。他创办的福建省德化友滨陶瓷研

究所，以师徒传习的方式为社会培养瓷艺

人才百余位，为德化瓷艺乃至陶瓷产业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些年，国家博物馆按照“历史与艺术

并重”的办馆定位，在优秀传统文化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出很多努力，在学

术研究的基础上举办了多个向大众介绍我

国优秀传统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

览。连紫华先生和他的瓷艺作品就是其中

之一。此次推出“连紫华瓷艺作品展”并出

版其作品图集，即是想通过对德化瓷辉煌

过去的追溯和当代发展新面貌的展示，来

增强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为丰富国家博物馆的馆藏，连紫华先

生将从此次展览中，挑选出 10 余件瓷艺精

品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王源源）

北 京 索 卡 艺 术 中 心 于 12 月 12 日 举 办

“人间滋味”艺术家群展，推出了 12 位艺术家

各具风格的艺术作品。

中国古语有云“字如其人”，谓其“书，画

心也”，如此，“画”本身岂不是画心更直观的

体现，也更如其人？所以，要寻别具一格的

动人作品，就要去发现活得别有滋味的艺术

家。尤其当下影视表演日趋多元、图像信息

传播日趋迅捷，大众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人

们的体验也越来越丰富，这些都对艺术家通

过 静 态 要 素 来 表 达 自 我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挑

战。欲使作品产生感染力，艺术家不仅要有

独特的艺术语言表现形式，更要有独特的内

在体验做精神支撑。很难得，在这个年底梳

理出了这十二位独具风格的艺术家。

陈庆庆是参展艺术家中最年长的一位，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她的 质女式古装就

已使她成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知名女性艺

术家。顾黎明、武明中、杜璞、车前子，都是生

于 1963 年的艺术家。顾黎明用当代艺术语

言重构了传统题材的年画和门神；武明中的

最新作品可以用“进道若退”来形容，通过传

统元素来表达时间和生命不可把控的内心体

验；杜璞生活在苏州，画园林已然融入了他的

日常生活；车前子是个诗人、散文家，所以不

难想见他的画作也是充满诗意和典故的。

李军和王 莎，是近年十分优秀的青年

水墨画家。李军喜欢画狗，他笔下的狗栩栩

如生、活灵活现。王 莎是个热情似火的江

南小女子，她的作品既有活色生香的春宫，

又有婉约的呢喃小品。林国成的情怀古远

的不像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人，他喜欢用钢笔

和水墨在纸上用线随心地描绘一棵棵古意

盎然的苍天大树。

耿牧和姜川，虽然画法不同，但作品里

都有某种宗教性。耿牧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他的佛像最能代表他追求朦胧时光感的艺

术气质。姜川近年来一直以艺术治疗为主

题进行创作，其创作起源于他通过自身努力

摆脱身体亚健康的过程。时砚亮和王立亚，

都是毕业于中央美院的优秀青年画家。少

年心境，是时砚亮喜欢表达的主题。王立

亚，是参展艺术家中最年轻的一位。她的切

实生存感和女性的独立自尊，都使她对艺术

有了更多的情感寄托，女性肖像和没有人物

的场景，是她当下心境的最好表达。

此展将持续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

（任作君）

北京索卡艺术中心举办“人间滋味”艺术家群展

2014 年 12 月 5 日下午，由华熙国际投资

集团主办，北京时代美术馆承办，成都文化

发展促进会、中国国家画院艺术信息中心协

办的“云中蜀歌”系列展，在北京时代美术馆

35 层隆重开幕。

成都市文化局副局长李丹阳先生；中国

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院委、青年画院院长、

研究员、参展艺术家卢禹舜先生；中国国家

画院副院长、本次展览学术主持张晓凌先

生；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书法篆刻院执行院

长、教学部主任、院艺委会委员、参展艺术家

曾来德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教授、参展

艺术家林茂先生；中央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

计教研室主任谷真真女士；北京时代美术馆

执行馆长刘燕女士出席了开幕式，并在开幕

式上致辞。中国摄影家、独立电影导演、参

展艺术家高屯子先生虽未能亲临现场，也特

别致贺。

参加展会的每一位嘉宾，带着对非遗文

化的敬意表达了对整个“云中”系列展览的

肯定与赞叹，并共同在开幕式上剪彩，正式

拉开 2014 年“云中蜀歌”的序幕。

“云中”系列展览和活动是北京时代美

术馆和华熙国际投资集团持续关注的中国

原生态文化的公益项目。从 2011 年起，至今

已经成功举办了“云中牧歌”、“云中山歌”、

“云中藏歌”三届展览活动。

为更全面地展示西南地区文化特征，本

次展览共分为四个部分：“云中蜀歌”当代中

国画名家学术邀请展、“ 云中蜀歌”川人蜀

情-艺术家双个展（陈安健、林茂）、羌在深谷

高山—高屯子影像作品展、西南民族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这些不同的艺术形式，延续

了“云中”系列的精神内核，在关注少数民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展示了当下对于人

文精神的理解和感受。

展览期间，三场公众日活动“老手艺的

新传承——瓷胎竹编与蜀绣的前世今生”、

“索玛花开——原生态音乐分享会”、“穿在

身上的艺术——西南少数民族服饰艺术欣

赏”，以不同的形式呈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

文化的独特魅力。 （任作君）

“云中蜀歌”系列展举行

12 月 6 日，“疑路花开——田芳芳个展”在

北京名泰空间开幕。本次展览为田芳芳的首

次个展，展出了青年艺术家田芳芳近期创作

的全新作品，呈现了艺术家独特的创作语言

与风貌。梦境的迷离，肉体与精神的博弈，美

好与现实的残酷，人生无论在什么地位和状

态下，都会有美好与危机感并存。如同鲜花

与狼，鲜花代表一切的美好事物，而狼代表危

机感和现实的残酷，而冰冻的花朵，需要时间

和温度的等待，才能融化遇见美好！青年艺

术家田芳芳的创作中，鲜花是最为常见的元

素之一，而在她的作品中更为常见的表达，则

是美好与残酷之间的矛盾并存所带来的人生

思考，究竟有怎样的领悟还需要观者来独自

思考。而艺术家将通过本次“疑路花开”的展

览提出了一个疑问，等待观者的自我回答。

名泰空间成立于 2014 年，是一个面向海

内外青年艺术家的实验性创意空间。该空间

借助“青年艺术 100”项目，以年轻策展团队

为依托，邀请海内外青年艺术家针对空间和

主题进行再创意，通过空间和作品展现青年

艺术家的综合素养。名泰空间将于 2015 年

推出“名泰新锐个展推广计划”，每年为 8-10

位青年艺术家推出定制的个展计划，全面、立

体地展示青年艺术家的年度创作，为青年艺

术家提供呈现自我的展览机会。名泰空间愿

与青年艺术家共成长，同进步。 （乔 木）

由新氧艺O2art主办的“隐 The Unthomable”

展，将于 12月 21日在今日美术馆开幕。此次展

览由唐克扬策展，蔡东东、陈红波、李关关、李

赢、蓼萧、颜海蓉等艺术家将携佳作参与展出。

长期以来，视觉艺术似乎是和“表现”捆

绑在一起的。画廊之光将艺术品在舞台的中

央打亮，加深了人们对此固有的印象，它使得

明亮的愈发光洁，而幽晦的更加深邃——此

处展出的青年艺术家作品旨在更新人们的这

种印象，它们不限于“表现”，也打破了“幽”

“明”之间天然的界限。

破除迷障的第一步是化散五彩。黑或灰

在空间的视野里并不仅仅限于某种颜色，相

反，它们是多种色相的叠合与迷思，它们把形

象从基于相似性的“真实”中打捞出来，成为

自我指涉的表达，在这个展览中即使是最写

实的作品也混杂了多维世界的“灰度”，获得

了黑白照片那样的品质。

第二步是剥离“表面”。参加这个展览的艺

术家眼中不一定有“平面”和“立体”的区分，因为

他们的作品都在诉诸某种多义的“结构”。“结构”

可以既是空间也是图像：曲折深邃的空间，精微

纤细的图像。“结构”之线织起了绵密的空间之

网，同时也将它展现为一幅无边无际的图像。

最终，艺术隐入了空间。用古人的说法，

这样“见而不现”的艺术如南山玄豹，灞陵吹

雨……《易·系辞上》云：“探赜索隐，钩深致

远”，这里呈现的，正是索“隐”的艺术。现实

的血肉包藏在沉着的皮骨内，向我们展示了

空间里幽晦和深远的可能。 （刘艳玲）

“天天向上——筑中美术馆 2014 年度名

师提名展”，将于 2014 年 12 月 21 日在筑中美

术馆拉开帷幕，这也将是该美术馆 2014 年的

收官大展。此次展览由筑中美术馆主承办，

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中关村博物馆与

艺术品行业联盟协办，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

授、策展人彭锋担任学术主持。展览邀请了

国内艺术名家、著名艺术院校教授和批评家

18 人，共推荐参展青年艺术家 23 人。

“天天向上”作为筑中美术馆推广青年艺

术家的品牌展览，展览通过名师点对点的推

荐方式，牵引出老师心目中最为欣赏及认可

的学生，从而发现德才兼备的青年艺术家。

经过四年的发展，“天天向上”逐步形成了追

求“多风格、高境界”的特色。此次展览在延

续前三届展制的同时，增加了评论家、批评家

特别推荐板块，不仅使得整个展览在作品风

格上更加多样与全面，而且在学术价值上更

具含金量。所有参展艺术家均来自各大知名

院校，既包括在校研究生及年轻有为的青年

教师，也包括初露锋芒的职业艺术家，他们在

秉承学院技法基础上，生发出独特的个人艺

术语言。

在青年艺术展览层出不穷的时代，筑中

美术馆能够保持冷静、理性、沉着的心态，发

掘兼具时代精神与创新实力的青年艺术家，

得益于“天天向上”大浪淘沙、优中选优的独

特展览形式。据悉，展览时间至 2015 年 1 月

25 日结束，期间该美术馆还将举办学术研讨

会，进而对青年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深度的

挖掘与探讨。 （任作君）

由青研会、“青年艺术 100”主办的“有

中 生 有”青 年 艺 术 家 邀 请 展 暨 青 研 会 首

展，于 12 月 13 日下午在青研会空间开幕。

当今这个时代对于青年艺术家的创作而

言，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以

科技为支撑的信息化时代，资讯的流通及交互

前所未有的便利与广泛。信息的全球化、碎片

化及多元化，使青年艺术家在成长过程中拥有

更多的认知度和选择权。中国青年艺术家不

再局限于中国，而是进入全球视野，在全球范

围内与古今中外的艺术家站在同一个灯光下，

这对于青年艺术家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活在当下的青年艺术家如何与正在进行

中的时代进行完美的契合，把握好时代的脉

搏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并将其与个体性的艺术

创作有效地互动起来，对于青年艺术家而言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左

右着青年艺术家的成长性与未来性。青年艺

术家的艺术创作只有彰显出契合时代的当代

性和未来性，并在国际化的舞台上进行有效

的交互，在未来才会有更大的可能性。

时至今日，青年艺术家的创作非常多

元与丰富，个体的独立性成为当下青年艺

术家发展的特征，每个青年艺术家都是独

立的个体，而非共性中的一分子。参加这

次展览的陈红波、崔 硕（韩国）、郭天意、

郭子龙、亢世新、苏艺、韦加、许宏翔、周墨

九位青年艺术家，在各自的艺术方向上都

有所发展。他们遵从各自的艺术内心与艺

术态度，分别向着个人化的艺术方向前行，

丰富着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生态。（刘明杰）

疑路花开——田芳芳个展开幕 隐 The Unthom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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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紫华瓷艺作品展在国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