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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大道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半空的窗户上，不久就会悬挂起一件

令人震撼的作品：用22尺长的霓虹灯管拼出的硕大的“黑鬼阳光”（negro 

sunshine）。这里距离拉夫·劳伦、普拉达、古奇等奢侈品商店只有几个街

区。 

这是纽约概念派艺术家格林·利贡的作品，惠特尼博物馆将在3月10日

举办他的创作中期回顾展“格林·利贡眼中的美国”。“黑鬼阳光”取材于

格特鲁德·斯坦因1909年的中篇小说《梅兰克沙》，主要描写一位混血的妇

女。“黑鬼阳光”是一句模糊的句子，身为黑人的格林·利贡用它来讲述非

洲裔美国人的历史：“我认为斯坦因的语言是非常棒的，这句话就深深地铭

刻在我的脑海里。”  

格林·利贡用这两个充满歧义的单词和如此夸张的组合方式，是否意味

着要带来一种震惊？

他的回答令人惊奇：“是要带来震惊。但

不是煽动，而是用斯坦因的方式来言说。”格

林·利贡曾经在黑人喜剧演员理查德·普莱尔笑

话的基础上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命名为一个带

有种族意味的普通的话语“请打开收音机”（Turn 

on  the  radio），他说：“‘黑鬼阳光’和我关

于理查德·普莱尔的绘画是一样的：一个非常古

色古香的词，表达的不是时间概念，而是语言涵

义。”

格林·利贡今年51岁，是位同性恋者。从

198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在自己的绘画、版画复

制和素描中直接采用玛丽·雪莱、詹姆斯·鲍德

温和马尔科姆·艾克斯的文字或者话语。有时，

这些片言只语出现在他的画布上，像条线一样在

画布中漂浮。其他时候，又不断地重复出现，使

这些片言只语显得愈发抽象和模糊。

这些言语都是转弯抹角，像：“有时我不是

黑人”（“I do not always feel colored”）；“当

我说话时突然失语”（“I  lost my voice  I  found 

my  voice”）; “我过去是个大人物”（“I was 

somebody”）; “我现在是个大人物了”（“I am 

somebody”）等等，都是模棱两可、神神秘秘、

充满疑问，等待观众去寻觅解答。利贡关注的主

题是种族、同性恋，甚至是他简单命名的“缺

席”，他的油画、素描、雕塑和视觉作品已经引

起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和

华盛顿赫什霍恩博物馆暨雕塑公园的兴趣，并把

他所有的作品永久收藏。奥巴马夫妇也注意到了

他，把他1992年的画作《像我这样的黑人2号》

（“Black  Like Me #2”）从赫什霍恩博物馆借

出，来装饰他们夫妇在白宫的居所。

耶鲁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罗伯特·斯导（Robert 

Storr）自己曾经购买了一幅利贡的早期绘画，后

来他做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时又为博物馆收

购了一幅，他这样评价道：“利贡是一位明白如

何给予概念主义些须坚韧品格的人，他已经影响

了一代年轻人。这也许因为他是一个政治艺术

家，而不是个异议艺术家，他从不愿被封闭禁

锢。”

利贡的这次中期回顾展特别及时，因为在当

下时代里，眩目的诡辩已经昨日黄花，艺术家提

出社会和历史问题，而自己却与之保持距离。而

利贡的作品，如《手》，取材于奥巴马当选时芝

加哥百万人集会的一张照片，则传达出最重要的

信息，和奥巴马所主张的“变革”相呼应。艺术

家娄马·辛普森（Lorna  Simpson）说：“利贡的

作品捕捉到了政治运动的全盛时刻，如果看看现

在中东地区和中西部群众集体的民主抗议诉求，

他的作品尤显得激动人心。”

因为利贡的创作大多取材于文字，大家都

认为他在布鲁克林的工作室一定和科利尔兄弟的

公寓一样，到处都是杂乱堆放的书籍、杂志和报

纸。实际情况则相反，他那里阳光充沛，一尘不

染，一排整齐布置的书架，光洁雪白的墙壁上只

挂了他的一些作品（其他的则在地板上小心地摆

放在一起，互相支撑）。

离展览开幕不到一个月的一个冬日的下午，

利贡裹着连体夹克接待了一位拜访者，他道歉说

屋里没有一丝暖气。当被问及将近的展览，他依

然操着标牌式的沙哑笑声回答：“这些天整天呆

在惠特尼博物馆，东奔西跑——争吵不休、讨价还价、达成协议，那里所有

的警卫都认识我，我都变成一个修禅者了。”

利贡是属于那种特别适应环境的人：剃光的脑壳，黑色的眼镜和开怀

的笑容，长着一副受人欢迎的面孔，就像在休闲服装J.Crew的目录册和盖璞 

(Gap)的广告中出现的那样的面孔一样。他机智幽默，谈论起严肃的小说象

谈论流行电影和电视节目一样驾轻就熟。他承认：“我曾经是一个超级电视

迷，过去为了看《黑影》，我常常一出校门，就奔跑如飞”。近来，他又迷

上了英国的肥皂剧《唐顿庄园》，部分原因大概里面涉及阶级斗争。

利贡生长在纽约市最北的布朗克斯区一个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大

众汽车公司的生产线领班，母亲是一位护士助理。每周，他都要穿梭于曼哈

顿，去曼哈顿西区的一所私立学校沃尔登上学，这所学校现在已经停办。在

那里，他和兄弟们都享受奖学金（他回忆道：“妈妈可能不知道，这是全美

国最自由的学校之一。”）

当他第一次表示要成为一位艺术家时，妈妈说：“我知道的艺术家都

死去了”。但是，她依然为儿子在陶艺班报上名，并且保证只要儿子可以

买任何需要的书。利贡说：“我们其实没有余钱，但是只要是有关孩子教

育，父母总会首肯：买书，可以；旅行健身，可以；100元一双运动鞋，不

行。”，这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喜爱。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纸质书籍，而不是在

屏幕上阅读。并且在有触动的地方一一标记。

之后他进入卫斯理大学，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但我认识到我对造房子

不如对房子里的人生活有兴趣”。大学毕业后，他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一名

校对员，晚上和周末就拿起画笔。1989年，他获得了美国全国艺术基金会的

资助，迎来了突破，“我想，既然政府认为我是名艺术家，我必须是”。从

此，他全力投入艺术。现在，虽然他的工作室在布鲁克林的“公园斜坡”，

但依然住在曼哈顿，接近唐人街，“我喜欢从家去工作室，这就像份工

作。”

虽然从内心上说，他属于都市人，但他在哈得逊也有个住所，完全为了

能在脚力范围内欣赏那众多古香古色的商店和饭馆。他笑着说：“中学时驾

驶课正好和戏剧课同时，我不得不去听戏剧课。现在我可以领唱《俄克拉荷

马》，但我不会驾驶。看来，《俄克拉荷马》就是我的宿命”。

大概是在1980年代中期，他参加了惠特尼博物馆独立创作项目。几年

后，又参加了博物馆的展览，包括两次双年展。一次是在1991年，有三件作

品，是他在被废弃的空芯门板上雕刻上哈莱姆文艺复兴作家佐拉·尼尔·赫

斯顿的文字段落；另一次是在1993年的双年展上，他把照片和文字精心组

合，来对罗伯特·梅普勒索普的黑人同性恋摄影作出社会意义的暗示。

次年，他又参加了惠特尼博物馆举办的“黑人男性”备受争议的展览，

并展出了八幅作品。这些作品在画布上用油画棒雕刻，内容是纽约中央公园

强奸案中西班牙裔黑人少年被告的报纸资料形象，这很像加斯泊·约翰早期

的手工拼贴风格，而加斯泊·约翰正是利贡的偶像。

1996年，他在布鲁克林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展览，哈罗德·考特（Holland 

Cotter）在《纽约时报》上写到：“利贡先生的素描文字自有它们的神秘，

透过炭笔的轻雾或者画廊里四射的灯光，确实很难看清楚，但却具有伟大的

含义”。

1990年代初期，和同时代的艺术家西蒙女士、格雷·西蒙和嘉尼·安

东尼一起，利贡慢慢成名。但他更是幸运，获得了艺术的头彩——他的《像

我这样的黑人2号》被奥巴马夫妇选中老装饰他们白宫的居所。这对利贡来

说完全是个惊奇：“我真是受宠若惊”，“这不是件易事，所以我如此激

动”，他从来没有见过奥巴马夫妇。这幅画是回应约翰·格里芬1961的回忆

录《像我这样的黑人》。格里芬是位白人，他曾利用药剂和染料扮成黑人，

游历南部数州，后以日记体的形式写下自己的经历。

黑鬼阳光  装置  格林·利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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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好好地总结利贡的艺术成就，惠特尼博物馆馆长司各特·罗斯可伯

夫（Scott  Rothkopf）组织了这次回顾展。他表示，他要尽力地去表现利贡作

品表面下的东西：“人们以为自己了解利贡的作品，特别是那些采用黑人、

白人文字的作品——我必须努力梳理出一副画和其他画之间的区别，这样，

人们就能看到这些画作的独特性”。

用雕刻的方法组织那些字母，按利贡的话来说，就是“用这种半机械的

方式，而使这些字母不像是手写的千篇一律，而是各自具有自己的个性”，

“手写这些引文，看起来都是我写的样子。而雕刻就具有相当的距离，能让

我一面保持绘画的艺术追求，一面又使我能考虑到画作所要达到的内容”。

颜料容易弄得脏乱，所以他不用颜料，而用油画棒，每个字母就有了自己的

生命。在一些作品里，他把炭粉撒在画布上，让画作更有质地，闪烁不定。

霓虹塑型作为21世纪具有商业广告意味的标志，在利贡这里却传达出

另一种信息：恰恰不是商业推销的手段。利贡工作室大楼的一楼用的是Lite 

Brite点阵图霓虹灯。在工作室周围，这种霓虹灯是种常用的照明材料。在最

近的造访中，人们发现，“黑鬼阳光”的塑型是充当惠特尼博物馆的窗户。

长长的工作台上，已经精心拼写出的“黑人”的几个字母的背景是白色的金

属后板。利贡检查了工作的进度，并解释说开头的几个字母将要被涂成黑

色，因为一扇窗户就开在明暗之间。展览中，将要布置另外一面霓虹墙，只

有一个单词——“美国”，也就是这次回顾展的题目。

罗斯可伯夫馆长解释说这次展览的标题“利贡眼中的美国”非常具有

意味：“虽然利贡和同时代的艺术家们一样，涉猎种族、性别身份，但他的

作品涵义更广，即不仅仅是面向非洲裔或同性恋美国人，而是面向全体美国

人。”

展览也面向孩子们，其中包括200年利贡为在明尼阿波利斯沃克艺术中

心（the Walker  Art  Center）展览创作的作品。

那时，他分发给孩子们有关黑人1970年代的彩色

历史书籍和蜡笔。他至今念念不忘的是孩童对于

人物形象背后的政治事件是多么容易完全遗忘：

“有个孩子指着马尔科姆·艾克斯的照片问那是

不是我！”

这次回顾展还包括在鲍德温1953的散文《村

子里的陌生人》的基础上创作的画作。利贡说：

“我翻来覆去读读这篇全景式的作品，当时鲍德

温住在瑞士，正在创作一部小说。但他却想到用

字面和隐喻的方式照顾到他地的陌生读者。描写

一件东西，你必须和它拉开一点距离，我想对于

任何艺术家来说都是这样，艺术家的工作就是伸

展自己的触角。”

城乡结合部  布面油画  280×200cm  2005年  钟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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