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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甫纳，《亚种？！30个初音未来》，2019年。收藏级数码微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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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艺术家：

鸟头 文非易 杨博炜

蔡东东 谢思冲 叶甫纳

陈萧伊 徐冠宇 曾翰

刘勃麟

奕来画廊荣幸宣布将推出群展《新象——中国当代摄影近作展》。本次展览囊括了代表中国当

代艺术不同时期的十位艺术家的十八件作品，旨在展示对于摄影这一媒介的创新与再定义，并

根据时下的社会政治和科技大观，对摄影师、摄影视角和作品间的三边关系进行了探讨。

尽管经历过数次科技革新，摄影之核心始终在于将当下的瞬间定格从而让过往不朽，且这一媒

介是达成此目的的最佳选择。摄影术的奠基人之一约瑟夫·尼塞福尔·尼埃普斯认为，摄影这

一发明使“人造之眼”成为现实。然而，摄影作为艺术媒介所能够传递的信息却早已超越了单

纯地精确仿真。本次展览中的作品通过大量的探索，扩充并再诠释了摄影的定义，且就摄影与

社会及与个人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此次展览中所展出的作品捕捉了如战争、公民运动、

流行病等重大事件，同时也通过极为个人的叙事角度讲述了性取向、人际关系和文化异化等话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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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刘勃麟与蔡东东运用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对个性消失在大文化背景中的方式进行了探

讨。在作品《俄罗斯杂志》和《平壤超市》中，刘勃麟将自身消融进现代社会最标志性的两种

公共设施之间。蔡东东的作品《点燃》和《剧场》则运用了相反的方式，突显出日常摄影中的

亲密性，以及对于空间和触觉的感知。因此，这两组作品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到底

在什么时候被迫消失，又会在何时选择消失？以“在世界中为自身觅寻安身之处”为主脉络，

叶甫纳与曾翰从不同的角度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尽管二人的作品看似相互驳斥，两位艺术

家对于中国文化现象和图像学的探索实则相辅相成，其中暗指了解构主义，即以一种“由内而

外”的方式看待世界。曾翰的《山鸣谷应》系列作品致敬了中国传统山水画。作品围绕“培育

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中心展开，通过艺术表达对自然的敬爱。叶甫纳对中国保守的社会现

状与年轻一代渴望突破桎梏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反思。在作品《亚种？！30个初音未来》和

《另一个梦》中，她引用流行文化中的形象以构架出基于亚文化的乌托邦。作品中穿着华丽的

人物与老旧的背景形成对比，继而使我们不禁质疑流行文化从兴起到过时的粗糙轨迹。

鸟头和徐冠宇所热衷的并非单一的照片，而是通过拼贴客观世界的图像创造虚构，从而探索一

种流动的、混合现实的概念。媒介的本质是多维的，即媒介是将图像碎片有意识地抽离、选

择、排序与合并。徐冠宇通过拼贴创作，反思了他个人在中国与美国的经历：中国对于其酷儿

的身份一直不予接受，而美国则是无法融入的异乡。鸟头在作品《情放志荡-43》中将时间与空

间解构，强调了他们潜意识里的自由、想象以及溯祖的欲望。这两组艺术家对现实的可能性而

非现实本身抱有兴趣。因此，他们将熟识事物的碎片化，并拆解重组。杨博炜与谢思冲就“集

体现实”这一概念上做出了让步。“集体现实”这一概念于中国人而言是跨越了时代且经久不

衰的，它的影响渗透进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对于塑造今天的他们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归属于一个国家性的“集体”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两位艺术家利用潜意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

读。通过其作品，谢思冲将集体记忆与创伤当作是情谊的来源以重新审视，继而对因此产生的

假想社群意识进行了评论。杨博炜的作品构图有着形似神龛般的沉静与疏离，他利用能够反应

中国酷儿人群创伤的图像，重建了童年记忆中的景象。

在文非易和陈萧伊的艺术视野中，自然的力量与奇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萧伊的作品《

Foam，Form（Phase I）》深受吹过肥皂泡的风的启发，其空灵的气质反映了她对自然的痴迷。

自然对事物轻而易举却深远的影响使她着迷，其中所展现出的人类与自然力量间不对等的抗衡

尤为甚之。在认可上述说法的同时，文非易对人类将自身关于死亡的忧虑投射到周遭环境的方

式更为感兴趣。其作品《柚子树下》系列和《木，波，岩》系列作品遵从了自然的本能特质，

摆脱了我们人类对于不可控事物刻意控制的倾向。这两位艺术家的美学语言虔诚而谦逊，是她

们关于世界的记忆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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