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街头涂鸦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强烈的视觉

冲击和色彩对比，以及“半地下”式的创作方式和可覆盖

性，使其成为了潮流文化和街头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

之一。陈轩荣以涂鸦元素作为视觉形式，作品中重复堆积的

层层涂鸦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但他感兴趣的不是涂鸦作

品本身，而是新旧涂鸦覆盖更替、墙面上雨水冲刷风化的痕

迹、时间的流逝，这一切和周遭环境甚至整座城市发生着关

系……也许这也是不同于精英文化的街头文化独有的魅力。

关键词：涂鸦，街头文化

街头与潮流——陈轩荣访谈
Street and Trend—The Interview with Chen Xuanrong

陈轩荣  Chen Xuanrong

Abstract:  Street graffiti originated in 1960s, and its strong visual impulse, 

colour contrast, semi-underground creation and coverability have made it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rt forms of pop culture and street culture. Taking graffiti 

as the visual form, Chen Xuanrong has developed his own style—repeated layers 

of graffiti in his works. What interests him is not graffiti, but the interchange of 

old and new graffitis, imprints of the rain eroding the wall, the elapsing time, and 

thes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urroundings and even the whole city. Perhaps, it is the 

unique charm of street culture that differs from  elit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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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行改变了创作的风格，作品中强烈的涂

鸦视觉元素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具体

谈谈那一次纽约的旅行如何改变了您的创作

风格？

陈：那是 2012 年我大二的暑假，独自

一人在美国东部游学、逛博物馆。那时候其

实我就已经开始了“G”系列的素材收集和

手稿创作。当时画的三四件带着涂鸦元素的

风景小画送给了当地接待我的朋友。回国后，

我对涂鸦这个刚刚进入我视觉经验的新事物

开始了更多的思索和尝试，当时也留下了很

多不太成熟的绘画和木刻的习作。而我的毕

业创作“Call Me Maybe”系列则是一个既

带有木版画专业的教学痕迹，又能充分“使

坏”的点子，它也带有街头艺术的态度，对

传统艺术的戏谑和对观众接受度的挑战。作

为“Call Me Maybe”的延续，“G”系列更

加直接和自由，描绘的是街头艺术在特定或

非特定时空下的视觉呈现，有时候画面中涂

鸦的内容会成为叙事的引子，涂鸦的承载物

才是画面的主角。

当：以涂鸦、街舞、说唱等为代表元素

的街头文化，往往代表着较为边缘的年轻群

体的表达的欲望，强烈又极致，是一种非主

《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2014 年，您的毕业创作借用了诸如库尔贝

《世界起源》的形象，用木刻版画的方式呈

现出来，同时添加了中国街头小广告的电话

号码。您曾提到毕业那年做了 10 万张小广

告到处乱贴。“小广告”是我们在城市的墙

面上常见的符号，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在作品

中使用这一元素？这是否可以看做是您对街

头视觉符号关注的开始？

陈轩荣（以下简称“陈”）：我从高中

开始生活在北京望京，经常一早起床出门就

能在门缝里看见三五张小广告。每次见到的

小广告排版和印在上面的女生都不一样，但

是这些女生都颜值颇高，而且姿势都带有挑

逗的意味。后来我发现，在学校门口快捷酒

店附近的街道上也常出现这类小广告。于是

我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做作品，这是一种在传

播上很有效的手段。这的确是我对街头视觉

符号关注的开始，尽管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

是街头文化的一部分。

当：“Call me maybe”这一系列的作

品借用了西方艺术史形象并引入流行文化，

这种风格在当下也很受欢迎，但与您目前的

作品风格不太一样。您曾提到一次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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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文化的呐喊。您对街头文化如何理解？它

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陈：现代的街头文化发源于西方世界，

总有一些无处发声的人想让自己的意见和感

受被别人了解。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这些人

把“奇装异服”穿在身上，在墙上写下标语

或者自己的签名，甚至在皮肤上的纹身都变

得色彩斑斓，饶舌说唱也承载了他们更多的

思想和感受。这些在当年看似激进的行为在

今天看来依然很酷。而在当年，这样走上街

头意味着发出挑战和承受风险。街头文化充

满了攻击性，秉持主流价值观的群体难免觉

得受到了极大的冒犯。所以，这是一小撮人

对一大群人的挑战。正因如此，街头文化一

开始便具有地下或半地下的属性。在世界观、

价值观更加多元、包容的今天，街头艺术也

逐渐被更多的群体关注。

街头文化的内核就是不在意他人的眼

光，勇敢地表达自我。这对我的创作及为人

处世的态度都是很重要的启发。

当：传统意义上的涂鸦一般处在公共

空间，您将这种视觉元素转变为架上油画，

改变了作品的环境和观看的关系。对此您是

如何考虑的？如何解读自己和涂鸦文化的关

系？

陈：我很尊敬和喜爱涂鸦，身边也有

很多资深的涂鸦写手。但我观看涂鸦的角度

更多元：有时候我作为涂鸦的记录者，站在

涂鸦写手的身后，记录快速出现、变化、消

失的涂鸦和城市的变迁；有时候我会站在涂

鸦写手的位置，参与涂鸦的过程；有时候我

会以比涂鸦写手更接近涂鸦的距离来观察涂

鸦，观察一层层的小贴纸、喷漆、马克笔等

留下来的新旧交织的痕迹，像是一个考古发

掘者。将涂鸦场景用架上绘画的方式表达出

来，使我的身份得以在记录者、涂鸦写手、

考古发掘者之间相互切换。

乐的流量节目。与此同时，潮流文化的视觉

艺术和风格也愈发红火，KAWS 作品的过亿

成交价，以及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潮流风

格作品，都在宣告着这种文化在高端市场以

及日常生活中的全面渗透。流行意味着大众

化，您觉得这种流行的趋势和势头，会不会

削弱潮流文化的亚文化属性，或者说削弱它

的棱角？

陈：很遗憾，我觉得这种担忧是有道理

的。当一种潮流文化被大众化，说明公众对

它的接受度提升了，那么它的亚文化属性自

然就降低了。当一位原本名不见经传说唱歌

手或穷艺术家突然被资本选中，过上了丰衣

足食甚至纸醉金迷的生活的时候，他的艺术

创造力也会因为环境产生变化，也许会更好，

也有可能更差。这时，艺术家的心态变得相

当重要。

当：请谈谈您个人对潮流艺术的预估和

展望。

陈：潮流艺术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产物，

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潮流。

当今的国潮之于年轻的国人，正如文艺复兴

艺术之于当时的欧洲人、印象派艺术之于

150 年前的法国人、波普艺术之于 70 年前

的美国人……这些思潮、风格都与某个特定

时代的特定人群产生了心理和文化上的强烈

共鸣，这也是时代给予艺术家们的红利。浪

潮总是起起落落，有幸被卷入这浪潮的我们，

在享受时代红利的同时，更应该做好自己的

本职工作，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更加永恒的经

典，在潮退之时历久弥新。

当：前些年大家还会讨论青年艺术家要

不要向市场妥协的问题，而现在大家不再避

讳市场化、商业化这样的话题。尤其是潮流

风格的作品，更容易与商业和流行文化达成

合作。您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开放的商业项

目，您如何看待艺术的商业化或商业合作？

是否会担心在商业项目中不能完全呈现作品

的主题或全部，给部分观众造成片面的理解

或误读？

陈：商业化或商业合作对于艺术来说，

应该是个中性的角色。在商业合作中对甲方

和市场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毕竟商品是商

品，作品是作品，尽量做到大家都开心满意

就行了。我的确觉得与商业合作是艺术家很

好的出路之一，毕竟这个时代，能为艺术家

背书或带来流量的，并不仅仅是美术馆、画

廊、策展人。明星、品牌，甚至网红博主都

开始拥有这个能力了。

当：近几年潮流文化逐渐大众化、流行

化，以前可能只存在于地下圈子的说唱、街

舞、乐队被搬到大众面前，成为了供全民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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