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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辑收录了十位中国艺术家的访谈及作品，包括曾梵志、苏新平、徐唯辛、崔国泰、向京、王顷、孟
禄丁、李磊、朱伟、洪磊等。
“东方艺术书系”一直以来都关注那些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前进和时代审美趣味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以
及在艺术创作中彰显前卫力量和深邃驳杂的人性魅力的人。
本辑我们再次遴选了颇有代表性的十位艺术家与诗人、评论家或资深媒体人士的精彩谈话，他们的对
话或激昂或恳切，或精辟或犀利，空泛、虚假的陈词滥调在他们的对话中不值一提。
我们希望通过对话的形式，为读者与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搭建起一个沟通和讨论的平台，关注边缘的
艺术人生。
每位艺术家的生活经历与成长环境的差异，使他们的艺术道路和作品的风格存有巨大的差别。
而一个艺术家与另一个艺术家风格上的差异，恰恰是他们对个体经验的感悟和语言转化能力的体现。
艺术与艺术家与人的关系是怎样的？
艺术与经验、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读者或许能够在读完整本书后，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当代艺术，有时也面临诸般的尴尬。
形式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是永远的话题；艺术家、策展人、炒家共存；理想与荒诞、虚无同台
角逐。
艺术家尖锐而犀利的对话直击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软肋，带您亲临当代艺术的现场，让您更多地了解
艺术创作背后的故事。
在选择对话双方的人选时，我们也照顾了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往往“对话”的一方是当代视觉艺术
领域的佼佼者，一方则从事着泛艺术领域的相关行业，他们身份的交叉与互异，成就了这十篇思维激
荡的对谈文字。
这十位艺术家的作品涵盖了当代艺术领域的架上绘画、影像、雕塑等门类，他们以各自强大的观念，
表达对社会深切的思考；以艺术家独有的敏感和卓越，将人性中倏忽而过的感受提点清晰。
通过他们的对话，或许能够发现都市中时常容易被遗忘的“心灵的真实”，并将思想的乐趣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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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辑收录了曾梵志、崔国泰、洪磊等十位中国艺术名家的访谈及作品，涵盖绘画、影像、新媒体
等多个门类。
为读者与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搭建起一个沟通和讨论的平台，解读艺术与艺术家、艺术与经验、艺术
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尖锐而犀利的对话带你亲临艺术现场，带你寻找艺术创作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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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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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王明贤对话录美学回归——高名潞·孟禄丁对话录以抽象的方式接近终极真理——李磊·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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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制与喧嚣——王顷·兀鹏辉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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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栗宪庭(以下简称栗)：我们第一次见面，大概是你毕业创作展览的时候吧。
曾梵志(以下简称曾)：对，1991年的夏天，毕业创作刚剐做完，就是“协和医院”那组画，你看的就
是那个三联画。
实际上我在这之前就画了很多医院的画。
栗：那时我正在做“后八九”展览，在武汉艺术家那里选画，你们的毕业展览已经结束，学院的老师
带我去看拆下来的画，我看了你的毕业创作，觉得画得很好。
当时我也想找更年轻的人参加“后八九”的展览，心里就有了谱，但你只有那个联画，就想让你再画
一些画。
后来我还去了你在汉口的工作室。
曾：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清楚展览的事，但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因为那时候魏光庆对我说你很重要，
说你可能要做什么展览，但他们没有给我说得很清楚。
栗：当时我看了你的“协和医院”系列，很吃惊，我觉得你的风格已经很成熟，十几年过去了，现在
那些画还立得住脚。
不像大多数的毕业生，毕业创作还不成样。
怎么会形成那样一种风格的？
我在你工作室还看了一些没有展出的画，有几幅有贝克曼的风格，你能谈谈它们和“协和医院”系列
的关系吗？
曾：我的个展应该是从大学三年级开始的。
我当时上课的时候是按照学校的课程安排去画模特儿，而课外喜欢用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去画。
我喜欢画我身边的人，画我周围的朋友和街上的一些人，有时画些速写，拍些照片，但主要的还是画
肖像。
那个时候特别想要表达自己的感觉，也画了一一些抽象的东西。
但最后我觉得画人物是我最感兴趣的，人物的那种情绪，看了以后特别有感觉。
后来在画毕业创作的时候，觉得这样画一个个的单个人可能显得有点薄，可想来想去也想不好怎么画
。
那时我住的那个地方，离一个医院很近，因为每天要借用医院的洗手间，所以经常去那里，天天都看
到医院那种排队候诊的情景，看到病人出事，抢救的情景，我忽然觉得，这就是我要画的那种感觉，
我想应该画一组这样的画。
于是就酝酿一个大一点的作品，我把我当时做个展已经有过的技术、技巧和观察方法都用上，画的过
程特别兴奋，这种感觉-直持续到这组画画好。
画完以后我特别满意，第二天画还没千，我就拿到学校去给老师看。
他们看的时候，我观察他们的表情，我感觉他们很震撼，但他们都没说什么，那个时候互相看作品都
不大表示什么。
我自己觉得特别喜欢。
栗：我想非常详细地了解-下，在此之前我看到的你的作品还很像表现主义，而到这儿完全是你自己的
风格了，中间发生了什么特别的变化？
曾：我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确实喜欢很多表现主义的东西，很多大师的作品我都看了。
我感觉我在学每一个人，比如说我学杜菲，他的线特别好，画一个东西，他可以把这些线画出去再画
进来；画一个人，这个人的色彩在里面，但线可以勾回来，我觉得他的线运用得特别好。
同时我也特别喜欢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大师德·库宁，他的用笔特别有力度，我很喜欢，但我觉得用
这种方式画人的话，肯定难度很大。
我当时也试过几次，还可以，但不成熟，我后来就连续地画了一些这样的东西，最后画“协和医院”
系列的时候，在画手和头像时，找到一点感觉，最后一张我反着用笔，笔触往相反的方向走动，我要
的感觉就出来了。
栗：你觉得“协和医院”系列这组画，和你刚才讲的，就是你提到的让你吸收东西的那几个画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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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很激烈、神经质和狂放的东西-下子给压住了，处理得比较谨慎而且有点小心翼翼，不像他们那么
随便地画，这和你画的人有关系还是和你的性格有关系？
曾：我觉得和我的性格有关系，有些小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控制一下，我画人也是这样把握的，不能完
全狂放得收不住边，但是我又要把邢种感觉保持住，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如果要完全放开，就彻底放开，我以前画过那样的作品，完全半抽象的，看不见人的形状，但我始终
觉得这样没有太大的意思。
处理有点故事情节和特殊的人物造型的，也不能完全按照那样的造型去画，否则就没有太大意思。
栗：我觉得一方面和你的性格有关系，还有一方面就是你感触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具体的，医院里面人
的表情，医院里发生的事情给你的刺激，这是很重要的。
这样你就找到了创作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你对生活的感触，你从医院联想到人生很多相似的东
西。
曾：是这样，这与我从小生长的环境确实有很大的关系，我见过很多生病的人，还有残疾人。
因为我从出生到来北京之前，都是在那条街上长大的，那条街上的人给我的感觉实际上是印在我心里
的。
不管我以后怎样穿西装、打领带，那都是些表面的感觉，内心深处的·些东西给我的一些触动，永远
无法抹去。
我肯定要表达、要发泄，或者说一定要释放出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感觉。
那批作品都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创作出来的。
栗：你中间还有一段时间画肉。
曾：“协和医院”第一个系列完成以后，我就画了肉，开始是单独的肉，没有人，后来又把一些肉和
人混在一起，人和肉躺在一起，肉在下面，人躺在上面。
我比较满意的一张是《肉联之二》。
有一次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对我触动很大，我们武汉夏天特别热，那时候没有空调，电扇一些地
方有，但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有一个卖肉的地方，那些肉都是从肉联，一运来的，整个是一个冰块
，很多人就躺在冰冻的肉上面睡觉，夏天的时候，在冰肉上睡午觉是很舒服的。
我拍了一些照片，回来画了这张画。
栗：他们当时是乘凉的，但你画出来感觉很残酷。
曾：确实是这样的，我也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这么画，后来我想可能是一些别的感触让我这样画的
，我觉得人皮肤的颜色和肉的颜色有时候很像。
我还看到过有一条腿伸出来了，但又被什么东西压住了，还有那些肉被砍掉以后，都放在一起，我看
的时候，就想到人。
后来我也画了很多肉，我故意把那些肉的颜色和人皮肤的颜色画得一样，还用肉被压在一起的感觉画
人。
这些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它使我后来用的颜色在“协和医院”系列里有了改变，变成肉的颜色了。
栗：这个东西后来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
曾：我画画的时候一直习惯用这种颜色。
十几年后嘲头一胥，我-直在用这种颜色。
栗：你现在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很不错了，但你还是在画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内心还有这样
的感觉？
曾：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生活确实是在物质上改变了很多，改变得越多，我就越觉得有些东西是不
能改变的，内心的⋯一些东西让我觉得改变不了。
虽然物质上改变很多，我内心也还是有一些不安的感觉，有了孩子以后，我对这种东西越来越敏感。
栗：能具体讲讲吗？
曾：我也说不清楚，也没有一个具体的事情让我产生这种感觉。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一个人在物质上改变了，可我周围的人谁也没有改变，我每年都回去看我的亲戚和
朋友，我一个人的改变使我和他们有了距离，其实我想了很多，我想我这种改变⋯⋯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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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家·对话录(2)》：东方艺术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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