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展览“无形的剧场”是范勃继关于“药”的实

验场项目之后，进一步延展其观念，将“药”与疗愈，以

及可视和不可视的感知的主题置入更宏大的实体空间中的

沉浸式实验。展览由四组环环相扣的作品组成，除了给予

观众视觉上不一般的体验，范勃的艺术思考也由视觉、触觉、

听觉的交叠与转换，延展到有关体感、心理疗愈以及弥散

的隐性气氛的观照，从而建构起另一幅更为整体和有力量

的感知图景。今年席卷全球的疫情成为了不少艺术家的创

作题材，范勃也不例外，“体温”和“隔离”成为今年如

影相随的关键词，造成了与以往日常生活经验不同的恐惧

和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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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hibition “The Formless Theater” is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Fan Bo after the experiment project related to “drug”, which 

has put “drug” and curing, the visible and invisible themes into the immersive 

experiment in the grand physical space. Composing of four groups of connected 

works, this exhibition has created a unique visual effect for the audiences. Thus, 

Fan Bo’s artistic thinking has extended to the contemplation about somatosensory 

dimension, mental therapy and the dispersive invisible atmosphere, from the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vision, touching and hearing. The spreading 

of COVID-19 of this year has become the creative theme for numerous artists, 

including Fan Bo, with “body temperature” and “isolation” becoming the 

keywords, bringing about fears and disorderly conje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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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的剧场”——范勃访谈
The Formless Theater—— Interview with Fan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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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此次展览的作品《如影》通过红外线成像技

术捕捉了室内、室外的实时图像，连通了展

厅的内外空间，同时让观众成为了“剧场”

的表演者。而红外线成像技术很容易让人联

想到日常生活中的测温。这是否暗示着在全

世界上演的关于疫情的未知剧场？

范勃（以下简称“范”）：是的。病毒

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而当防疫成为日常生活

的必要动作时，它引发了每个个体在现实层

面的改变。在这个角度看，我不仅作为一个

艺术家，更直接的是作为一个鲜活存在的人

本身，所面对的关于生命、离别、资讯、消

费等与当下息息相关的思考，并对艺术在这

个时代所承担的角色与意义发起追问。

并且，于我而言，我一直对视知觉系统

之外的其他认知系统所传导的信息特别感兴

趣，总想整合这些信息，构成一个新的体验

场所；或者说，以沉浸的方式，全方位地让

观者进入，调动起各个敏感的神经。在开启

与封闭的各种环境中，捕捉信息并直接反馈，

从而制造一种相遇，那就是人与城市之间、

人与人之间，特别重要的是人与自身的相遇。

观者与社区、观者与观者、观者与自我得以

通过特定场域形成对话，这就是我做这个展

览的初衷和缘起。这实际上也是在延续先前

有关感知系统的探索的基础上，受疫情的触

发，从视觉、触觉、听觉的交叠与转换，到

连接中枢神经的实验，再延展到有关体感、

心理疗愈以及弥散的隐性气氛的观照，从而

试图建构起集合多元感知、没有边界和充满

未知的“全景式剧场”。

当：作品《降临》和《如影》在空间上

相互交织，呼应了外部环境与作为个体的人

的关系，形成了“无形的剧场”为观众呈现

的第一幕场景。请您谈谈作品与展览空间方

面的设置与考虑。

范：作为疫情期间的展览，其主要基调

自然与我面对这一全球性事件的例外状态有

关，但同时需要考虑的是，这种感受如何在

特定的空间进行展开。主厅的高阔空间既是

一个挑战，同时又给我探讨关于体感以及弥

散的隐性力量制造了机会，提供了一个更为

宏阔的、有关可视与不可视的沉浸式实验场

域。经过系统的思考和缜密的实施，主厅两

侧的《如影》以热感应成像的方式，通过

对人的行动、温度进行捕捉呈现。观众走

进展厅，即可看到右边墙上投射出自己的

巨幅热感应影像；而左侧墙壁，则是正在

入口处准备进入的观众的影像投射。这使

得展厅本身，即刻成为一个演出之地，走

进去的人既是观众，也是演出者。通过一

个向内、一个向外的热感应屏幕，既捕捉

到观众的行踪，又勾连起美术馆与户外城

市空间的关系，将剧场引向更广阔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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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突破了美术馆有形的边界。展览也就

不只是发生在固定的封闭空间，而是与整

个城市的一角互通共生。

主厅中心水池中的人形投影构成了《降

临》，主体形象的背影浸在水中而又仿佛浮

在水面，其带来的漂浮感与窒息感，和疫情

以来人的身体被无处不在的侵蚀力量所包裹

的遭遇有关，也和作为个体的人被隔绝的某

种“孤岛”的疏离感有关。它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身体所遭遇的物理及社会性的双层压

力，与我早期绘画中人物形象所处的状态似

乎有着关联的一面，同时又起到连接空间左

右一内、一外两处影像的作用。因造浪机而

推引的动态的碧蓝水纹、延时而出现的缓慢

动作、调动人们情绪的音乐、弥散在空间中

的气味、从上而下投射的影像带来的具有“神

性”的光，无疑又营造出一种诗性的温情。

这个缓缓舞动双手指挥演奏的人看似是一个

孤独的个体，但是为观者带来了广阔的想象

空间，好比疫情期间被隔离在各处的众多个

体，可以通过网路组织成一场合奏。正是从

视觉、听觉、嗅觉等多个方面的合力构建，

构成一个“流动的剧场”，它给予久处压抑

氛围的人们以内心的慰藉。整个现场搭建极

具仪式感，而又充满了动态的因子，从一开

场就奠定了整个展览在沉郁中慰藉人心的精

神感召基调。

 

当：2016 年，药片在您的作品中开始

出现，但当时还是“隐晦的、秘密的、被遮

蔽的在场”。在 2019年的展览“回到现场”

中，药片以及药片磨成的粉末成为了作品中

重要的元素，被放置于实验室的环境中。在

《Emmanuel》的明室中，药粉再次大量出

现，但这次则被置于日常家具陈设的环境里。

请您分别谈谈“回到现场”和《Emmanuel》

中的“药”。

范：从 2016 年的作品“B2”系列开始，

对盲文底本改写而形成盲文药片状的符号替

代物，到2019年的“回到现场”，再到今年“无

形的剧场”展览，“药”或者“药物”作为

我重要的创作材料以及近年来创作脉络上的

线索，贯穿了这次今日美术馆的展览空间。

“药”，在作为物质材料的层面来说，

它的出现和被运用，呈现于展览多处：水池

里、暗室的旧物中、布面文本作品的凸点等。

在制作“药片状物”的诸多环节中，我们解

决了材料的耐久性问题，使药物可以被长久

保留下来，而不会因可食用药片其中淀粉的

成分而快速被空气分解融化。

而在其隐喻性的层面来说，“B2”系

列中“药片状物”之中的“药”是一种“隐

晦的、秘密的、被遮蔽的在场”，而“回到

现场”则是以实验室的方式重返实验过程，

在整个展览空间中营造出逼真的“实验室”

环境，它既构成了对“B2”药片的再解剖，

也使原本无法显身的药物的内在性被彻底揭

示。我们知道，无论什么感知，最终都需要

通过中枢神经来反应，我将有关盲人感知系

统的“绘画”、药物和器官图像、实验报告

等与实验室器具等置于一起，在一个有如家

居环境的空间构建起实验室的场域，以药串

联起感知及至神经中枢的整体系统。

“回到现场”项目开始没多久，疫情就

来了，这个全球性的例外事件给每个人的精

神和感知都带来极大的冲击，艺术家也包括

在内。所以在延续前面创作的基础上，药物

的使用便具有了新的特殊的意义，它既与对

于身体的治疗有关，也与精神的抚慰、社会

肌体的健康有关。而最后一个“药”的意义

层次，则是《Emmanuel》中明室所呈现的，

那被药粉尘封的家庭旧物体现了 2020 年全

球疫情的语境，它形成对于某种具有恒久感

的日常生活的“考古”，里面埋藏着生活消

费、记忆以及生命的兴与灭。在此，我进一

步延续了药物系列作品，使其回到物质性的

语义本身，让观众对当下意外的状态和令人

窒息的紧迫形势构成了更紧密的关联。

 

当：《Emmanuel》的暗室通过复制盲

人家庭的家居环境以及去除光照让人对于另

一种“非正常”生存状态感同身受。在此之

前，您的作品虽然以盲人的感知为出发点，

但作品最终还是以视觉形式来呈现的。但暗

室给予观众的则是与视障者感同身受的、去

视觉化的沉浸式体验。请您谈谈对这件作品

去视觉化的考虑。

范：《Emmanuel》中的“明室”和“暗

室”的一明一暗对应了常人与视障者两个不

同的感知世界。“明室”表现的是一种非日

常化的形态。我通过石膏粉和药粉的堆积，

营造出全白空间中那来自生活的遗迹现场，

形成好似尘封起来的久远历史的感觉，隐喻

视觉化世界的一种遮蔽和恒久的隐秘的精神

力量的在场。“暗室”则是仿照盲人家庭的

生活方式进行布置，并依照其将日常品一袋

袋悬挂的陈列习惯。因为盲人平时依靠手摸

索，所以袋子都是悬挂着的，让观者在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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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中去体验另外一种感知方式。

前者用纯白色药粉对日常之物进行覆盖

和尘封，造成视觉的陌生化；后者对盲人家

庭日常陈设进行复制，全黑的环境可以为观

者提供一种去视觉化的感官体验场域。这种

明暗场域的对照构成某种镜像关系，它连通

和唤起我们不同的感知系统。实际上，我特

别注重的是在不同的感知系统的对比、交互

中建立复合型的体验模式，增加对于事物的

多角度认知，包括经由感知而带来的更丰富

的心灵世界。全黑环境的设置当然是让人更

加感同身受地体验盲人感知经验的一种极致

的方式，但这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视觉性，

比如不时的闪光，让观众体会到平时看似普

通的光线在全黑环境下的珍贵，这样的明暗

切换，形成强烈反差，使得观众在两个不同

的环境不断切换，而又不能把握两者的具体

情形，无所适从的同时也倍感好奇。除了闪

光，还伴随着滋滋作响的声音，它以声响形

成对观众精神的触动，让人为之紧张而又更

具一种专注力。

 

当：您曾提到想通过对比感知方式差异

最大的正常人和盲人，探讨“探讨心灵问题”

的可能性。您之前的作品如“世界”系列、

“B2”系列、《寓言》等作品的视觉符号虽

然源于盲人的文字和感知世界的方式，但作

品最终呈现的方式都是视觉化的。这次展出

的作品《终有乌篷船吱吱哑哑》《Emmanuel》

呈现了更多的感知方式——听觉、触觉等，

《Emmanuel》的暗室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减

弱了视觉的感知。这是否是您对于感知方式

探讨上的新尝试？

范：这有赖于我近些年以来的一系列创

作实验，即如何利用语言消解图像，超越视

觉再现的局限，构建当下对作品新的观看和

解读方式。“盲文”符号大概在 2015 年开

始出现在我的创作中，除了“盲文”材料的

运用，还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即它联系到无

视知觉能力群体现有的认知生产方式、对该

群体“视觉生产”可能性的探索、对视觉系

统的反思等。可以说，正是因为不满足于以

视觉为主导的感知方式和媒介方式，我选择

了从盲人的角度来切入感知问题，因为盲人

的感知系统正好区别于正常人的以视觉为主

导的感知系统，让我们体验到原来不那么关

注、被日常经验遮蔽的认知方式。顺着这种

探讨不同感知系统的思路，我就很自然地将

听觉、嗅觉、体感等引入进来，从而转换到多

种感知系统和媒介的交互。一旦这种思路打开，

的确会产生更加多元的体验模式，我也会借助

内外因素的激发而不断探索新的表达形式。

当：这次展览是继 2019 年您关于“药”

的实验场项目之后，对观念进一步延展，将

“药”与疗愈，以及可视和不可视的感知的

存在和确认就是在这多重的关系之中，完整

与残缺，历史与未来如影相随，裹挟着混沌

与不安，或许未来已来。我只能也将自己抛

入这一个未知之地，也抛入这行将消失又不

时沉渣泛起的一切，在激荡往返的时间之河

中打开新维度，开启新界面。

本文是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项目：乡村振兴

战略视域下艺术乡（2019WZDXM020）成果

嗅觉等因素的浸入，以及包括经由某些视觉

元素在内的提示而引发的无边的想象，正是

因为这种关乎生命机体的全面打开而获得一

个更为丰盈的世界认知。

 

当：2020 年疫情爆发，让所有人对于

生命和死亡有了更多的理解。您的作品对人

身体和心灵的关注，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也将

给观众带来更多精神上的慰藉和思考。请您

谈谈疫情期间您的创作、生活，以及对创作

的影响。

范：在外部环境最紧张的时刻，我和大

部分人相似，都是将自己规范在固定的物理

空间或者规定路线中，我花了一些时间来适

应这种变化。这一覆盖全球、目前仍未见到

尽头的事件对每个人的身心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艺术家自然不能回避这一影响。但是，

我的反应不是条件反射似的、即时性的，或

者说图解式的，我希望从更具广度和深度的

层面来理解和反映这种变化。例外成了常态，

非常成了日常，我们所有人都力图尽快适应

这一“新常态”，然而，什么又是被这种“新

常态”所覆盖的更加深沉的所在呢？

正如我 2019 年末的个展所表现的，从

那展览中被拆散的一切所暗含的药的物质性

引线入手，我寻觅着那些在疾病中被淹没的

声音、最初的形态。但最后我发现，生命的

主题置入更宏大的实体空间中的沉浸式实

验。整场展览中各个部分始终以“药物”作

为引线存在，而药则是对生命体的介入和调

适，使人联想到对身体甚至精神的救治和疗

愈。在 2020 年的疫情过后，您对“药”在

作品中的概念和意义是否有了新的感悟？

范：疫情带给我最深的体会就是隐形的

无处不在的威胁的因子，以及在此危险氛围

笼罩下人类社会的荒诞状态。整个社会成了

一个无形又无期的剧场，从肉身的遭遇到价

值观的分裂引发层出不穷的“奇观”现象，

在这样一种弥散的力量的把控下，人们该如

何自处？我希望通过场域的设置以及具有寓

意性的物质来提示出当下社会的问题，并给

予精神上的某种启示。作为一个沉浸式的展

览空间，进入即可体验。体验什么？生存的

危机抑或生命的危机？病毒，无时无刻都在

威胁人的生命，而与病毒相抗衡的也只能是

药物，那些隐含在药物粉末或制剂中的微量

元素。元素是不可见的，却是物质世界中最

小的存在单位，其可以聚合固化，也可以离

散漂浮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几乎无所不在。

人的呼吸也是一种感知方式。进入到这一展

览的空间，你应该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气息，

让你不由自主地想到些什么。最重要的是让

你想到存在的意义。展场触目所及的不只是

那些可见的视觉形态，还有来自触觉、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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