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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Where, There?
Jul 12 — Aug 10, 2024 | Shanghai

阿尔敏·莱希 - 上海荣幸呈现中国艺术家群展，参展艺术家包括蔡泽滨、陈英杰、侯子超与曾建颖。展览于2024年7

月12日开幕，并将展至8月10日。

“⋯⋯画家如同空间的编舞者，编排着元素间的舞动，将其转化为叙事艺术，而不仅仅停留在视觉艺术的层面。”

——巴尼特·纽曼�Barnett Newman�抽象表现主义画家）

人类自存在之初，就有在各种表面上制造空间幻觉的原始渴望。三万多年前，史前人类已在肖维岩洞�La Grotte de
Chauvet�的墙壁上绘制出栩栩如生的壁画；现代人站在这些壁画前，仿佛被带回到遥远的远古时空。虽然现代主义

�Modernism�和纯粹主义�Purism�的追随者可能会认为，在画布上构建虚构空间如同幻觉主义�Illusionism�一般，

是一种欺骗观众眼睛的行为，但这些画布中的虚构空间确实带给我们愉悦感，将我们吸引到一个引人入胜、与艺术家

共享的空间中。

阿尔敏·莱希 - 上海群展「这里，哪里，那里」（Here, Where, and There?），聚焦呈现四位中国年轻艺术家——蔡泽

滨、陈英杰、侯子超和曾建颖——通过各自在画布上的独特空间建构与表达，为观众打造出一场漫游于现实与幻想、

数字与宇宙的艺术多重世界。

对蔡泽滨（1988年出生于中国广东）而言，“想象力是我在现实中看到的图像的总和”。其作品中的景观根植于现实

空间，充满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与思考。在他笔下，日常景象被赋予了新可能性，却又在如此寻常的空间中出现画

家本人象征性的形象，让人在日常情境的审视中感受到非日常性的戏剧化效果，延续了艺术家长期以来对创作中象征

性、想象及真实之间关系的迷恋。横跨架上绘画、大型壁画、现场行为表演以及艺术装置创作的陈英杰（1991年出生

于中国广东），通过不同的媒介，探索中国传统水墨画与西方街头涂鸦艺术的结合，建立全新的个人艺术语言。其作

品仿佛带领观众穿越时空，进入一个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在这里，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一起。其画中充满了磅礴

的宇宙空间感，描绘天地山河的壮丽景象，更展现了宇宙的宏大与神秘——这不仅让人感受到自然万物的雄伟，更引

发我们对人类于宇宙中渺小存在的省思。

游走于虚实之间，侯子超（1988年出生于中国山西）的作品则将传统绘画与数字影像语言相结合。在他的作品中，观

众仿佛进入一个既熟悉却又充满新奇视觉元素的虚拟数字时空之中。艺术家更感兴趣的是构建个人化的虚构景观，在

与真实环境完全无关的画布上进行虚拟空间探险。于画面中留下的数字图像效果，对侯子超而言是一种记录当下的痕

迹，他更认为是“我们习惯电子成像后新的视觉习惯”，有意为观者留下更多开放的想象空间。以工笔重彩见长的曾

建颖（1987年出生中国台湾），于创作中捕捉了人脑海中的幻想与幻象，仿佛将观众带入一个充满奇幻色彩，如梦境

般的超现实景观。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深邃的意念，画中贯注当代人类的七情六欲，让观者一睹红尘幻象，映像出思

维与心灵的深层次状态。曾建颖的作品在延续自我风格的前提下，通过艺术探索梦境与现实的边界，将观众引领进入

一趟奇幻的心灵空间旅行。

如果说物理空间是客观的，存在于人的意志之外，而哲学空间是主观的，存在于人的意志之中——那么画作中的艺术

空间既有其存在于人类意志之外的客观性，但同时又作为人为创造，拥有着其主观特点。建筑师童明在《空间神话》

中提到：“空间的中心就是知觉它的人。因此在这个空间里具有随人体活动而变化的方向体系。这个空间绝不是中性

的，而是具有界限的。更具体一些，它是有限、非均质、被主观知觉所决定的，在其中距离和方向，基于与人之间的

关系而确定。”因此，伫立于作品前的观众不仅是被动的观察者，更是主动参与到每一幅画中艺术空间的创造过程，

身临其境地感受艺术家所构建的多重维度与情感冲击，成为空间的一部分，甚至是共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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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玮璞, 艺术研究员、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