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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的创作以绘画为起点，但从他的创作生涯之初，就不以再现或表现为己任，而是反思绘画媒介本身，“试图制造

一个图像与图像之间、绘画和绘画之间的事件”，通过重设观看的路径，进而塑造观众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美学。他的

两个绘画系列“大家来找茬”与“互毁而同一的像”，基本采用双联的并置形式，在镜像式的相似性之中，代入了游

戏感，悖谬的修辞，图像的互相“绘制”与解构，由此诱发观众思考信息的不确定性及其背后可能的真相。

李青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他的成长期中国迎来了巨变，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城市空间的变化和媒体技术的

发展给人们带来普遍的影响；他后来的两个系列“窗”与“框形画”，将拆毁的旧建筑上的窗框加以手工涂绘，同时

运用图片拼贴、文字等综合手段，来回应和转化个体的生命经验与集体记忆，如他自己所言：“我在窗格后描绘的风

景侧重于城市中引人注目的一面，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未来的风景，它们都指向景观化的一面，是一种异托邦，而窗子

本身则指向日常的消逝的一面，经济与身份的迥异在此碰撞。”

社会转型的线索和意识形态的积层被揭示在这些作品之中，更动人的是一种历史和时间的意识：“这是消逝者对留存

者的凝望”，窗框在此成为了叙事的界面，交叠着记忆和现实的双重肖像；类似于他着力处理的上海这座超级城市，

更展现出从殖民时代开始的现代化和多元文化的碰撞，也为他对本土和地域性身份的反思与表达提供了丰富的现场和

开阔的参照系，如Michele D’Aurizio所言：“只有将自己同时置身于历史之内和历史之外、中国之内和中国之外的艺

术家，才可以记录下这个过程。”

通过这些系列创作，李青完成了自我意愿之中从画家到艺术家的身份转变，绘画仍然扮演着重要的手段，但让渡了媒

介的纯粹性和自足性。对他而言，不变的内在创作逻辑是以图像之间的叠映流转造成意义的张力，仿佛他是一个天生

重瞳的人，如是地观看到时空成为图像的透视学与生成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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