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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的肖像
The Burning Portrait

王明辉  Wang Minghui

摘要：王明辉经历了早期“乌鸦”系列、“粉色肖

像”系列、“特写乌鸦”系列、“蓝色肖像”系列四个阶

段，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每一种选材和题材，实际上都

传达着某种同质的东西，是两个主题、两个世界的即时融

合。也可以说是一个世界被曝光的最本质面目，来自末日

恐慌中的生存困境，及对人本质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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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ng Minghui has experienced the four phases of early series 

of “Raven” “Pink Portrait” “Close-up of Raven” “Blue Portrait”. No matter now 

or the past, every selected material and theme actually convey something of the 

same nature, the instantaneous integration of two topics and two worlds. Also, 

it can be viewed as the most essential face of the world, the survive predicament 

from Doomsday p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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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想（以下简称“敖”）：一目了然，

你的作品都是比较厚的，尤其是近作，你使

用了某种特殊材料来增加其厚度吗？

王明辉（以下简称“王”）：没有用特

殊材料，就是用丙烯和塑形膏反复的塑型，

修改与叠加，直到我觉得不能再厚为止，尤

其是目前的创作。

敖：为什么会对创作乌鸦这一系列的作

品情有独钟？

王：画乌鸦可能是我的童年记忆和对

农民情结的反应，它是农耕文明的某种敌对

物，但我主要借其形象，以拟人的方式来传

达人的生存困境，和无法言喻的孤独感。该

时期我对乌鸦的理解也有新的变化，它不是

一种灾难的预示者，相反它是鸟类中孝顺和

智慧的合一体。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

心之处，以乌鸦的艰难处境和死亡来暗喻传

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的残喘和伤逝。粉色也是

一种欲望的象征，选用粉色绘制乌鸦，更

进一步说明被染了色的“传统文化”的尴

尬处境。

敖：谈谈你的“肖像”系列吧。

王：前期肖像作品，在色彩选择上是

一致的，近期作品则是随性的。前期有粉色

肖像和蓝色肖像，粉色代表了欲望，而蓝色

在我看来是一种神圣，崇高的象征，以这种

色彩来“纪念”我所描绘的人。此时的作品

和之前的肖像作品在观念上并没有较大的差

异，作品除了明显的色彩变化外，最重要的

是我对写实造型的突破，我想改变之前对照

片的依赖程度，打破写实形体的障碍，更逼

近描写人的灵魂与精神。毕业创作时的几件

作品还是延续肖像系列，但相比之前的蓝色

头像有质的改观。从观念的角度而言，我加

入了综合材料（绷带），重要的是我将其焚

烧，是将行为介入架上，我的整个工作过程

就是“掩埋与焚烧”的过程。从技术上而

言，绷带造就了层层叠加的效果，画面层次

更丰富，绷带焚烧后泛黄的颜色，和烧出的

破碎形状，使画面形式丰富且更有力量，更

加对应我的心灵和生存敏感。

敖：为什么选择绷带并且焚烧？

王：应用这种方式，有偶然因素，但细

想一下还有些理由。首先，在观念上，绷带

象征着治愈，和人的生活十分密切。精英的

绘画媒介（油彩、丙烯、亚麻布等等），它

们在物质属性上，能和观众交流与联想的空

间是很少的，用绷带这种材料融入创作，观

众一目了然，以便引起他们的联想。当代或

后现代艺术比传统艺术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去

精英化和介入生活。在信息化的时代，艺术

品应该更加重视和大众的交流。绷带作为治

愈外伤的物品，它对心灵的治愈是有限的，

我用绷带更多的意旨是心灵的治愈。当今医

学的高度发展，寿命可以延长、堕胎或整

容，身体可以及时得到恢复，无节制的饮食

所产生的疾病也能得到治愈。肉体得到了及

时的治愈，心理治愈会不会变得怠慢起来？

当今医学的某些方面是值得怀疑的，所以我

在治愈的时候，又将它烧毁，我本身怀疑这

种治愈，更怀疑被治愈者。其次，在技术

上，绷带可以焚烧，我喜欢这种焚烧后的形

态美感，和从有到无的过程体验。而且它可

以制作更丰富的层次，由于它自身的网孔特

征，便于颜料间的衔接与粘合。

敖：你的“肖像”系列作品怎么想到运

用外国名人形象作为本源？之后为什么转向

自己周围的朋友了呢？

王：之前画名人有些崇拜情绪，我转

移到画我身边的人，有几个原因。首先，

画名人让人们感觉到一种形象的“利用”，

有一种艺术家争名的“投机”行为，但实则

不然。人们更多的是关注画的人是谁，而不

是画得怎么样，这样的绘画在纯粹性上失掉

了一分。其次，画名人就是对他们的解读，

而我对这些名人，在专业外的了解是很欠缺

的，解读一些片面了解的人，或许就是误

读，所以画自己了解的人最为合适。然后，

国内外，画名人成就的肖像画家已有不少，

我想尽可能和他们拉开关系，建立自己的绘

画对象和语言。

敖：是怎样的动力让你从乌鸦系列转入

到粉色肖像系列，它们在创作思想上是否有

一定的联系？

王：粉色肖像系列是转换一种题材的

尝试，是在研一下半期进行的，基于早期乌

鸦系列的不足之处，我将大场景的描述方式

转化为特写，以此来探索更适合我的方式和

图像。画头像的内因首先是我对人物特征及

脸部的抽象性的兴趣，而此时绘画的重心已

从对观念的传达到绘画表现力的转变。相对

于色彩，我更注重笔触的功效，探索笔触在

层层堆砌后所凝聚的时间，和不断变化的空

间。用乌鸦来喻人，还不如直接画人，这是

最好解释他们直接联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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