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NO.8 South Street Sketchers is a two-person art group. With the desire 

to co-create large-scale public works, two members have formed a group. Their works, 

in the form of public wall painting mainly, through GIF motion picture, are connected 

and recorded, which have integrated painting's flat surface, time and behavior, forming a 

complex. It also makes the artworks own different forms in the creation site and electronic 

screen, broadening the dissemination channels and publicity of the works. Through the 

creation in different places and themes, NO.8 South Street Sketchers have acquir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public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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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街 8 号美术社是一个两人艺术小组，两位

成员抱着共同创作大型公共作品的愿望组成了小组，进

行创作。她们的作品以公共墙画的形式为主，通过 GIF

动图的形式将作品串联、记录下来，融合了绘画的平面、

时间和行为，成为了一个综合体，也使作品在创作现场

和电子屏幕中有了不同的形态，拓宽了作品的传播渠道

和公共性。通过在不同地点、不同主题下的创作，南街

8 号美术社对于公共艺术的认识逐渐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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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生命力的、生活的——南街 8 号美术社访谈
Flowing, Vibrant and Living—The Interview with NO.8 South Street Sket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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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首先我们在街头绘画这个领域里，都

对 GIF 形式感兴趣，二人有多年写实经验，

再加上小组配合需要理性的创作流程，而

GIF 绘画符合这些创作方式又略带挑战，我

们在失败中尝试，逐渐完成了相对成熟的作

品。

GIF 绘画形式独特，但画面手法运用的

仍是油画、版画经验，是自己以往专业的延

续。

具体来讲，街头绘画作为我们探索公共

艺术的一种途径，其中的 GIF 绘画连接了公

共空间和公共网络空间，拓宽了绘画原有形

式的边界，也帮助我们寻找街头绘画的本质。

这种形式本身就很有趣，作品首先和周围的

城市环境产生关联，激发冰冷建筑物的“活

力”；作品又在网络空间中以一种新颖的被

观察方式从更多维的视角参与到人们的精神

世界中。由室内到室外、静态到动态、画布

到公共墙面，再到电子屏幕，这种转换必然

导致了内容形式与环境更多结合的必要性，

长期架上绘画的经历给了我们这些方面的思

考和挖掘欲望。尽管作品以动态形式呈现，

但每一帧画面都要达到单独存在也成立的品

质。

GIF 绘画当时在国内的空白无人填补，

它对于熟练的技术、默契的配合、周密的计

划等方面提出相对更高的要求，我们立足于

绘画性探索绘画空间的延展，因此对比国外

偏装饰性的 GIF 街头艺术，我们有自己的原

创视角。

说到挑战，一开始的失败经验（例如它

看起来像是一个绘画的过程而非物体运动的

过程）提示我们，除了油画思维还需要融入

严谨的计划性和严格的执行力。这些积累在

《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南街 8 号美术社”这个组合名称的由来是

怎样的？是怎样的观念和追求让你们走到一

起，成立了这个艺术组合？

南街 8 号美术社（以下简称“南”）：

小组名称里的“南街 8 号”是中央美术学

院的地址，也就是我俩就读的大学的地址。

我们希望这个小组既有对母校艺术精神的传

承，也有我们个人的艺术表达。我俩是同届

同学，本科都是油画系的，从 2007 年认识

到 2017年成立小组时，已共同经历了十年。

从一起入学、军训、上课、兼职、出差，又

到后来一起创作，两人有着相似的专业经验，

又各自带着不同的成长经历。性格迥异、做

事态度相似、画法互补的两个人，都有着共

同创作大型公共作品的愿望，所以顺其自然

地组成小组，一起开始创作。

当：提到户外墙面的绘画，大多数人会

想到街头涂鸦，但你们早期的作品风格和涂

鸦相比更立体、写实，也更加细腻。我个人

感觉到一种街头文化和学院派的碰撞。早期

的作品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绘画风格？

南：选择这样的绘画风格，其实是由绘

画内容决定的。我们不会从绘画风格来推导

出绘画内容，而是根据内容来选择怎样绘画

才更能贴近想要表达的核心。一开始做这些

作品的时候，没有界定为“涂鸦”的范畴，

仅仅是想在公共空间里以绘画的形式，来实

现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连接，同时在作品

里展现双重的时间线——真实的时间线和视

频的时间线。可能相对于文字类涂鸦艺术家，

我们更侧重于绘画和空间环境的关系、画面

和载体的连接性。另外，两个人共同做一件

作品，个性体现在方案的概念里，而画面上

则是两人绘画的融合，是消解了一部分个性

的。所以，在讨论方案阶段，我们是两个个

体，而绘画阶段，我们则是“一个人”，彼

此放下了一部分个性来共同成就一件事。

当：作为国内首个街头动态绘画团体，

你们的作品以 GIF 动图的形式被串联起来，

融合了绘画的平面、时间和行为，成为了一

个综合体，也使作品在创作现场和电子屏幕

中有了不同的形态。这种作品形式是如何被

确定的？

南：形式的确定经历了探索过程，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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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作品《觉醒》中发挥作用，《觉醒》

得到了广泛认可，也标志着 GIF 街头绘画形

式的确定。 

作为组合中的个人，要在自我基础上生

长出更理性的一面去彼此“观照”，推动组

合不断完善创作的方法。

每件 GIF 绘画作品都是如此产生的：单

纯的创作目的、朴素的生产方式，和有限的

游戏规则。

当：你们的部分作品创作于废弃的墙面，

比如《降临》《白丝带》，随着墙体的拆除，

作品的墙画部分也随之消失了，包括一些在

展览现场的墙面上绘制的作品，随着展览结

束，展厅墙面恢复，作品存在的痕迹也被抹

去，留下的只有影像和图片资料。你们如何

看待作品的保存和消逝？

南：首先，我们是立足于视觉感的创

作者，真实的视觉体验是作品必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墙面原画呈现了在地原貌的实体；

GIF 或视频呈现了“转媒体”后融入时间性

和不受地域局限的连接感。不同形式的“呈

现”各有侧重，都承载了作品的存在。我们

乐意看到实体墙面上的画面得以长久保存，

共通，从而挖掘熟悉感。变换的内容背后有

几个核心的命题，即流动的、生命力的、城

市生活的。浓郁奔放的外表下有其严肃的一

面，清新或炙热的女性画面视角下孕育着一

种本能的暗流。

风格方面，都围绕写实手法，但在面对

不同的观众时也会在点线面、色彩、造型感

等有所取舍变通。例如这次与青年艺术 100

合作的“田岗艺术驻留”，村民们会在作画

时关注着作品的完成，这些房屋的所有者们，

某些时刻认为作品是他家庭院的一部分。深

入群众的在地创作拉近了人与人的连接，不

仅考虑与当下的时间空间结合，也时常有当

地人的参与创作。

大部分时候，题材与风格的关键词并非

预设，而是经过沉淀后梳理，且随着年龄增

长的，我们对这些浑然的表达也会有不同的

理解。

当：近几年公共艺术是一个热点，但作

品大多为雕塑或装置。立体的作品对公共空

间的侵入，无疑更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也更

有存在感和互动性。相对而言，绘画类的公

共作品对空间的侵入感较小，给公共带来的

感觉也更加平和。你们如何看待公共艺术的

公共性，以及空间立体类公共艺术与平面类

公共艺术的不同？

南：公共艺术的本质属性就是公共性，

公共性是其核心概念和灵魂所在。首先，大

众作为公共艺术的被动接受者，应该参与到

公共艺术的选择、设置和评价中。因为人们

潜意识深处的审美，可能就来源于他或她成

长过程中见到的公共艺术作品。亲自参与到

公共艺术作品的这些环节中，选择更好的艺

术作品，就是对自己审美意识的形成负责。

审美的形成是会相互作用的，也是一种细水

长流的缓慢过程，它根植于人们的共同记忆

长河中，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共同努力。

然后，作品的公共性会使其具有一种强行介

入感，然而它之于公众又不像建筑，后者至

少具有实用价值，而前者如果毫无实用价值

的话，其存在的合理性会尤其凸显。所以城

市不一定需要公共艺术去填补某处空地，需

要的是用合适的、高品质的公共艺术作品来

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我们认为一件公共艺

术作品只有在情感上和公众产生共鸣，才是

其作为公共性艺术作品的价值所在，也是其

存在的合理理由。对我们来说，这并不容易，

所以我们一直在学习如何换位思考，学着站

在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一味地追求

个人情绪表达（由于我们是二人小组，在共

同创作时，当对方表达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

的观点时，我们会尝试理解对方代表的其实

就是社会的某一群公众）。另外，公共艺术

一定是依附于公共空间的，它完全融入公众

的视野，拉近了人与人、人与艺术的距离，

人们不用花时间去美术馆或者画廊就能接触

到艺术作品，也降低了接触艺术的成本。这

些也都展现出公共艺术的开放性和包容态

度。像 2020 年我们参与“易水三年展”，

就是一个很好的将艺术带进老百姓生活空间

的方式。我们去到像田岗这样的中国北方的

乡村，住进当地老乡的家里，和他们聊天相

处，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再结合具体环境进

行艺术创作。创作过程中与公众互动，听取

他们的建议和对于作品的评价，这对我们来

说是一手的资料，是很宝贵的经验，让我们

很直观地了解到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艺术，什

么样的艺术才会和他们产生共鸣。我们走在

不断学习、更新的路上，就是像这样一次又

一次的实践，和彼此、公众共同成长。

让艺术走进公众的生活，是我们的职责，

艺术不应该只被陈列于白盒子之中，也应该

以某种形式走下“神坛”，走近大家。不管

是空间类的公共艺术，还是平面类的公共艺

术，都是公共艺术的其中一种形式，只要存

在于公共空间中，与人交流互动，都会对公

众产生强势的视觉影响。所以从对审美的影

响上来讲，没有太大区别。从存在形式上讲，

空间类的作品相对独立；而平面类的需要载

体，需要依附于建筑物体上。从艺术语言上

讲，空间类的作品，它的空间感是真实的、

可触摸的；而平面类的作品，它的空间感是

视错觉的、非触觉的，是感受性的。公共艺

术需要丰富多样的形式，我们都是选择自己

擅长的方式，为大家的生活增添色彩。

当：请谈谈你们接下来的创作计划。

南：在变化中寻求突破，在无知中摸索

前行。独立思考，共同成长。

但街头 GIF 本身就是不断被自我覆盖的绘画

形式；公共区域艺术创作的开放性与临时性

并存；展览更是集中且短暂的展示交流。这

些场景下的绘画图像寿命较短，它们强调在

地期间的展现，并因短暂的呈现时间自带特

殊意义，我们接受这些场景下的设定，并仍

然会全力以赴画好每一帧临时、绝版画面。

每个街头作品、展览现场绘画作品都会有高

清影像留存，作为收藏品和创作资料。

那些很快消逝的画面有一部分创作于公

共街头，场地偶尔处在灰色地带，有人支持，

也有人不理解，这种矛盾反而比规范之内的

条框更真实。回忆《融化的麋鹿》创作期间，

在望京西地铁站附近一个隧道中，上下班的

人从那里经过，一位过路人每天拍照发现了

画面的变化，她在网上看到了作品 GIF 图像

并留言说“小鹿点亮了黑暗的隧道”，直到

这件作品最终在又一次的墙壁粉刷后消失，

如同鹿角上的蜡烛一般，微光一瞥，最终燃

尽。

这种创作方式相对开放，观众可以近距

离了解它，甚至参与到它的创作过程中，创

作者和观众产生互动。

除了墙面内容被抹去，我们还面对着目

前网络图像还原度受限的问题，数字媒体的

好处是压缩了时空的体积，但许多大型作品

观众只有亲临现场才能一睹原貌。

当：你们的作品可以说都是在地创作的。

即将从拆除的废旧墙面、商业空间，到乡村，

再到艺术园区，每一个创作地点面对的都是

不同的观众和文化背景，这也产生了作品和

公众的直接交流。在风格和题材上，面对不

同的群体和社区文化，在作品的主题和风格

上你们是如何考虑的？

南：每次艺术活动的挑战都是全新的，

经验不能被完全复制。面对不同的创作背景

也有各个环节的不同侧重。废旧墙面、城市

街头、公共设施等自发的艺术创作自由度较

大，多以作者自我表达出发，内容形式更为

大胆；商业空间、艺术园区、乡村驻地等普

遍受限于更高一层的整体规划，艺术创作同

时要兼顾适配性，这类的创作多在半命题内

容上进行艺术表现，考虑场合、观众的适用

性，手法相对温和。

题材方面，每一处新的地点都是陌生的，

我们要抓住当下与过往的连接，和与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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