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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礼物——2021 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

学生作品提名奖”是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成立以来，

面向所有学生层面举办的展览，已连续举办两届。通过深

度采访，走进学生的工作室，入围演讲等多种方法，在逐

步的交流与发现中，去体验当下学生创作意识与创作脉络

的生成。通过对于学生的关注，逐步校正教学系统和培养

方式的标的，在相互共振中，寻找新的增长点，凝聚四川

美术学院的创作方法体系。此次展览经过 3 轮评审，评选

出了 15 位入围艺术家。通过他们对自己创作方法和作品

的解读，可以感受青年学子们的创作热情和未来的无限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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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ift— 2021 Award Nomination of Students Works, the 

School of Fine Arts  is the exhibition for all the students of this school,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hool of Fine Arts, and this exhibi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held for two editions. By means of intensive interviews, visiting students’studios 

and nomination speech, students’creation concepts and process are reveal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exploration. Through paying great attention to 

students, the aim of teaching & learning system has been adjusted. In the mutual 

resonance, the new growth is sought and creation system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is enhanced. After three rounds of appraisal, 15 shortlisted artists are  

selected, and from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creation methods and works, young artists’ 

enthusiasm and infi nite possibilities are revealed.

Keywords: modeling art, youth art, academy education

的作品。开始创作小木雕的时候我特别拘谨，

后来尝试用斧头雕刻，找大块的感觉，并产

生了一些创作的偶然性。

我疫情期间的思考，更多的是祈愿和

希望。在这期间，我创作了《财神》和《佛

眼》。《佛眼》有一点游离和不确定，我

可能舍不得对细节的刻划，中间又加入了

很深入的东西。

“大学城即景”系列，我从内部世界转

向对现实的关注，用速写的方式记录对时代

的所想所感。从《广场舞大妈》开始，我确

定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要用斧劈的方式进行

创作，很畅快。

我的创作采用直接雕刻技法，没有底稿、

小稿、草稿，主要是偶然性和过程性的体现，

呈现了手工制作感。从对局部的迷恋到对大

关系的把控和书写，从幻想走向现实，内观

而作，由心而出，释放又克制，回到雕与刻，

回归到原始，回归本质，让双眼、双手进行

思考。

洪文学：我的创作关于记忆碎片化，图

像模糊重现、片段式的方式进行绘画语言独

特性的探索。短时记忆通过复述传递，形成

长时间的记忆。我的作品以瞬间性、碎片感、

模糊化为主，内容以日常元素为主，伴随有

一些场景、空间。

我以北漂住在地下室的记忆和真实的生

活场景空间进行了创作。我大一的时候就开

始尝试这样的创作方式，来源是比较具体的

体验。然后逐渐带着相对来说晦涩、压抑的

情绪寻找像仓库、废墟这样的空间，以及很

少被关注的杂物。后来我发现创作比较乏力，

就继续北漂，用一个暑假去学习，形成了这

一幅作品。这是一个转折点，我在追问真实

的自己是什么，自己想表达的是什么。因为

我的生活经历，选择了很通俗，比较模糊的、

去除了人物脸部、繁杂场景的方式。

第二个系列的作品“记忆系列”，是我

本科毕业创作的一部分，采用了图像组合的

形式。我选择了关于春节记忆的小片段。我

没有安全感，或者说孤独、疏离，创作也带

着这样的感觉。比如床边的光，作品中温暖

里会带有小小的孤寂。“物语系列”我用多

种组合的角度呈现日常生活的瞬间，呈现了

插画式的不同视角。

“光系列”是我当下的创作，压抑的情

绪有了一些改变。作品类似小资生活的瞬间，

但我想表达自己理解的都市的温度。

黄杰：我把自己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法

称之为“个体工厂”。以我去年的作品为例，

我收集了一些传统农具，把它们重新拆解、

打磨，然后再设计卡板、缝纫，为了达到更

精细的程度，我边设计边缝纫，然后包裹，

最后组装。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个人的

身份好像转变成了一个工人，不停地计时、

计件。

2015 年我就开始以“杀马特”群体与

渐渐被遗忘的农具相结合。我对“杀马特”

的感觉既陌生又熟悉，对他们最强烈的印象

也许是发型。2015年我感受到了城乡差异，

我感觉城市发展特别快，农村的生活好像没

有什么变化，一条路可以走一辈子。当时我

看了一部电影《心花怒放》，因为电影里的

“杀马特”，我开始关注他们。

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农具开始被遗忘、弃

用，我想通过另一种方式让物体异化、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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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根：从 2016 年开始，我的关注点在

于建立内在秩序感、构成感的空间，创作焦

点不仅是眼下的题材，还包括自身的性格特

质，以及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我从生活中

汲取感受，经由自己的观看方式进行体验，

后期不断演变自己的图像，从而形成作品。

创作中我利用手绘与版画结合的方式，画面被

重构与整合。 通过调试手绘与丝网印刷的比

重，突破以前的预期，以建立某种平衡关系。

我用柔性的材片进行版画实验，通过版

画的复制性在画面中进行推演，这种复制性

刺激了我的工作方式，让图像变得更简化，

这也让我转变了自身的绘画方式。

2020 年我创作了一些奇怪的风景。因

为疫情原因我只能在熟悉的校园环境中进行

写生，我想在熟悉的环境中增加陌生感，就

出现了这种奇怪的风景，局部的排列也影响

了我的审美观察方式。

我最近的创作从现实生活中的体验来

到虚拟世界的体验。虚拟世界的体验同样

真实，甚至比现实生活更加强烈。在画面

中我以点状的形式在虚拟游戏规则中建立

一种秩序。

邓坤：我以木雕的形式雕刻自己的内心

独白、对周遭世界的感悟、对人和世界的理

解，这是一个由外而内自见、自省、自觉的

过程。

我的小木雕系列，关注自己内心世界、

内心的独白，题材来自记忆或者想象，雕刻

的手法是虚拟的推敲、局部的推敲，使用的

工具比较多，从电锯到各种平刀、斧头、镰

刀等。《倒影》有触摸感；《红秋裤》经历

了我的两次否定；《午觉》是我第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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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礼物”造型艺术学院学生作

品提名奖展览现场

韦嘉：今天我特别感慨。一年前我们在

这里举办了第一届“礼物”学生作品提名奖

的展览和研讨会，从那之后我们一直在畅想

第二届。没有想到过去一年是所有人都难以

想象的年份，我们都怀疑今年“礼物”提名

奖是否能如期举行。最后仍然有 150 位同学

投递作品，我很欣喜地看到在这样一个困难

的时期，尤其 2020 年上半年，几乎无法进

行正常的学习和创作，大家在家仍然在坚持

创作，利用下半年的时间完成了作品。布展

期间每一位同学利用展厅的场域，极尽可能

地让自己的作品充分呈现，这对本科生而言

是有难度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他们的焦

虑、困惑，更多的是他们的坚持、理想，我

觉得这非常可贵。

展览还是有遗憾的地方，希望疫情快点

结束，明年有更多的同学们和专家加入“礼

物”提名奖。

礼物——2021 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学生提名奖
The Gift— 2021 Award Nomination of Students Works, the School of Fin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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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礼物”造型艺术学院学生提名奖

2021年1月6日—1月20日

主办：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

独家赞助：easyart艺直购

展览地点：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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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重新回到美术馆展示它们，让不同年龄

层重新认识过去和这些农具。

每一次展览我都希望以不同的方式呈

现，这一次我以荧光橙作为背景，以一种杀

马特的审美方式，营造一种失控感，表达今

天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我把“杀马特”

群体放大为一个整体，以农村的审美视角与

消费文化碰撞，产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我在思考：创作以个人方法、个人经验

出发与社会发生关系在当下是否是可行的？

候逸杰：我的创作有两次转变。本科我

学习的是木刻语言方向，进入研究生阶段我

延续了这个方向。但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创

作进入了惯性，顺手的感觉让我很警惕。木

刻的特性让我的思考进入了既有的模式，我

希望作出一些新的尝试，拓宽自己。所以，

我转向了石版画。

石版画有更直接的表达，也有更丰富的

表现，给我带来了一些刺激，创作面貌发生

了第一次变化。但版画的特质决定了特殊的

工作方式，这要求我要有长期规划、全面掌

控、预见性以及灵活应变的能力。不久之后

我遇到了困境，很难将瞬时的感受和长时间

理性的工作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个阶段

我无法进行个人语言的持续推动。这其实是

一个对自己推倒和重建的过程，也是自我怀

疑和否定的过程。

我基于之前不成立的画面进行覆盖、破

坏和重新修改，创作了一幅作品，为我提供

了另外的可能性。通过自我否定，在某种程

度上放下了心理的负担和枷锁。从这之后我

的创作走向更为直接的方式。

那之后，我慢慢找到了石版画的肌理和

语言、特质、温度感，找到了自己诉说的方

式。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每一次的变化都基

于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在反复与自己对抗

的过程中慢慢推进作品。在与自己反复拉扯

的过程中，我也在不停追问自己创作的源头，

反问自己，理清创作来源和思路。

焦兴涛：这 5位同学可以分为 3个类型。

曹根和洪文学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习过程，

不断探索主客观之间的关系、内心和外部世

界，他们的语言、主题变化、探索比较多，

这是非常自然的学习过程。探寻自己和外部

世界、语言之间的联系，必须要通过很多的

实验；邓坤和黄杰专注于具体的材料、技法、

方式，围绕材料、形式和背后的文化含义、

暗示进行工作；候逸杰最具有语言和表达的

自觉意识。

艺术是语言无法到达的，所以我们才用

艺术去呈现。但是为什么我们又要用语言去

讲？因为除了作品，我们还希望感受创作作

品的人，他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史的上下文关

系能更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讲述”就像

房间里的墙和柱头，它们不是空间，但是因

为它们，我们能感受和理解、触摸这样的空

间，这就是讲述的意义。

从学校人才培养角度来讲，如果没有基

于艺术创作实践对自己工作方法的归纳、建

立和艺术史的关系，个人的创作往往到后期

会失去方向，这也是研究生培养非常重要的

一点。“礼物”提名奖通过入选艺术家的讲

演，从作品出发，告诉自己、告诉大家他们

的创作逻辑、方法和自己的艺术史。

刘毓灵：从我学习雕塑开始，就有一种

无力感，在基础课程上我觉得我不太会做雕

塑。后来我开始接触木雕，也还是处于一种

无力的状态，作品没有独特性，但我还是坚

持下去了。5 年过去，到了毕业创作。我觉

得毕业创作是我和之前不同的阶段，那件作

品更多的是自己的一些情绪，当时处在疫情

期间，觉得自己技术上也不过关，整体上有

一种负面情绪。亮丽的颜色从第一视觉上会

吸引到别人，也会消解自身的负面情绪，给

人感觉更清新。

我现在还是处于兜圈子的状态，还在探

索。《再见了，玛丽亚》是我开学以来做的

一批作品，布展的方式上我想打破常规。我

自身也处在很混沌的状态，就制造了一个比

较混乱的场域，它没有第一视觉点、中心点，

观众要在其中发现一些独特的东西——不是

靠第一视觉把大家吸引过来，而是走进这其

中观察到一些东西。这件作品也是我对木材

的尝试，创作的成品和预想有一些偏差。我想

我应该训练一下自己对雕塑的观察方法，我把

头部和下半部分做成立方体， 通过视觉的训

练，不用尺子、水平仪，只靠眼睛和雕刻刀

做立方体的形。做出了一个立方面，但是其

他面没有做到，我就保留没有做出来的部分。

刘诗琪：我本次展览的作品《接触系列》

2018年我考上研究生的时候去了西藏，

把自己头发剃光了，想感受一下没有头发的

感觉，2019年做这件作品之前又剃了一次。

我们最开始设计的作品有三个进出口，现场

空间很乱，最后留了两个进出口。空间里有

很多儿童的衣物、鞋子、玩具，都是收集的

儿童使用过的东西，形成这样一个场域。

申子叶：我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以材

料还原物，以材料自身语言创作组成作品，

让材料跟我自己发生关系。

这次的参展作品《长江》，一部分灵感

源于我大三木雕课的作品，沿用了当时的线

性语言。玉的打磨过程离不开水，我把每一

块玉做成了河流的形态，组成长江。上游的

水比较清澈，中下游被污染之后呈现出黄色。

《关系系列 1》我用石膏给自己翻模，

作品的内部形体是我自己，外部打磨形成抽

象的形体，有对比关系，还有虚与实、内与

外的关系。《关系系列 2》是《关系系列 1》

的延续。石膏是一种中间媒介，不能被永久

保存。我通过之前的模具进行翻模，烧成了

陶瓷。陶瓷很脆弱、易碎，中途断裂了很多，

我用金线把裂缝补好了，还挺好看。

《天使印记》是对疫情的思考和创作。

我们经常会看到医生和护士长期佩戴口罩，

脸上有很多印记。棉签的形态很像病毒，我

用棉签和医用材料组合在一起，做出了一些可

以佩戴的作品，加入了一些当代首饰的

观念。

其实我现在处在比较迷茫的阶段，马上

就要开始毕业创作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

出很好的作品，希望找到自己的艺术方向。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艺术家，能不能成

为艺术家，也不知道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

但是我会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何桂彦：申子叶、刘毓灵都谈到迷茫，

我能感受到你们在语言方式寻求中的探索。

我个人觉得在研究生期间第一个要解决

的问题是语言媒介和材料之间的关系。第二

个要解决现实、时代以及个人内心之间的关

系。此前 5 个同学的发言中，雷韵冰、马俊

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们的创作过程中从一个

个体的点出发，在工作方式上发生了变化。

他们的作品不是学校和工作室的产物，涉及

到社会调查，涉及到对一个阶层或者深层次

的探索。只有在这个层面，我们的艺术文化

的内涵、所积淀的思考，才会让作品变得更

加有力量，这在这两位同学的创作中体现得

比较好。

第三是跟既有的知识系统之间的关系，

这种思维方式特别重要。很多年轻艺术家会

很迷茫：我们学美术史干什么？我认为，学

美术史更重要的是形成美术史的思维方式，

这对大家的成长特别重要。今后的创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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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分发的方式带给大家。

疫情期间我每天待在家里，不能接触外

界，只能通过手机了解信息，但是信息非常

复杂、具有欺骗性，感觉世界被折叠了。《人

间共盒》我做了这样的结构——盒子打开后

拥有巨大的空间，但是折叠起来，又只是一

个盒子，像我们当下身处的世界。

《王氏花架》是 2020 年 5—8 月在地

创作的作品，属于“艺术门诊、艺术治疗”

计划，以门诊的方式发现家庭的问题，以艺

术的形式解决。我遇到的是一个姓王的家

庭，他们想要一个花架。实地考察后我利用

他们的姓氏融入作品，作品更加流畅，更符

合他们对生活的期待。

马俊：这一次参展的作品是我和何春怡

两个人合作的。

《童时发生》是以黑色方盒子的空间形

式（3m×3m）搭建出的作品。作品中的小

孩源于我堂哥的孩子。他从小生病，不长头

发，在学校经常受到歧视、被欺负；小学还

没毕业父母就离异了，刚上中学因下河游泳

淹死了。这件事成了我的心结，之后我一直

关注农村的留守儿童，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2019 年 11 月，我找到堂哥的孩子淹死的水

坝，自由落体坠入河中，想体验在水中窒息、

在空中失控的感觉。因为习俗，小孩去世后不

会有葬礼，我想以某一种方式怀念、纪念他。

延续了之前的想法，这组作品创作时间并不

长，是 2020 年下半年陆续完成的。

我喜欢用拍照的方式记录自己身体的变

化。有一次我拍下了这样的照片：皮肤形状

因外部压力改变，又恢复原状，我开始对皮

肤的可塑性和因压力造成的皮肤痕迹产生、

消失的过程感兴趣。现实生活中的伤害也有

私人化、难以被察觉的特质。我想作为记录

者，把印痕当做伤害的见证，开始了第一组

作品。2019 年，我选择有代表性的图片转

化成绘画。这之后我开始关注外界物对可塑

性个体的挤压和伤害的现象，以及他们之间

的关系。

我想往材料方向做一些延伸，第二组作

品的关键词是儿童。儿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

可塑物，会因不同的文化输入往不同的方向

成长。材料方面我选择了可塑性强的黏土、

彩砂这些儿童玩具，完成了作品《保持距

离》。但我还是想回到完全的架上绘画。

接下来的延伸，就是作品《接触系列》。

某些意义上，气球的特质和人很像，有弹性、

可塑性，可以承受一定范围的压力，但超出

范围就会爆炸。我用肉色气球作为对象，让

自己成为施暴者，将气球模拟成身体，构建

出各种场景，记录我和气球紧张的挤压关系，

结合高饱和、热烈的背景，同时对一些物品

进行虚化、锯齿化的处理，把画面氛围中和，

形成了这组作品。这组作品还算不上成熟，

但也是朝着我的理想效果做的一次尝试。

雷韵冰：我本科在雕塑系第四工作室器

物工作室学习，对物的迷恋对我创作的影响

非常重大。

我觉得艺术家有两种身份，第一种是导

演，要处理各种关系，预设所有可能性，记

录过程，然后按逻辑顺势推导。另一种身份

是海盗，一旦他靠岸跟公众会面，会亮出手

中的宝物——他的创作。 我本科时更像海

盗，研究生期间我想往导演的身份前进，尝

试处理一些综合性的关系。

《如何把一个苹果分给 563 个人》，我

用了苹果、砂纸、卷纸。我把苹果在砂纸上

磨一下，然后印在纸上，563 次后苹果被消

磨掉了。六七个小时才能完成这一卷苹果，

这个过程有点像健身，是我自己的劳动或健

身方式。“印”类似版画，卷纸可以被分割、

分发，形成了传递功能。我决定把这一卷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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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to face
对话

跟既有的知识系统对话。比如雕塑，材料会

涉及到古典主义雕塑、现代主义雕塑、1960

年以来的雕塑。材料本身是物理的、过程的，

同时也跟场域发生了关系。作品可能会源自

于偶然、生活体验、不断试错，这都没有

问题。但一旦以更高层面要求自己，以及

在上下文当中判断自己作品的时候，它一

定会跟既有的知识系统对话。这个知识系

统可能来自于既有的东西，也可能来自自

身的经验，它会为艺术创作找到一套自己的

工作方法。

唐金凤：我的作品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数码绘画和纸本。我的创作方式跟个人的性

格、习惯、兴趣有关，我平时喜欢收集一些

猎奇的玩具、搞怪和趣味性的东西，还喜欢

写脚本，设想一些故事情节。我是一个很没

有安全感的人，不断画小短线是一个疗愈的

过程，鲜艳的颜色充斥在画面中，也让人很

有安全感。

作品中有我自己设定故事情节和趣味性

的人物形象，我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如果有一

些很搞笑的行为，我就会记录下来，在作品

中演变成更浮夸搞怪的形象。

我平时收集了很多各种人物形象小稿，

就把它们全部放在一个画面里了。

考研期间我压力很大，又很想画画，就

创作了这一组作品。当时我在记单词，这件

作品是用马克笔、记号笔画的。因为我英语

很烂，所以就不断地写，然后用酒精破坏它、

消解它，虽然到现在也没有记下来很多，但

是完成了作品。

王钰婷：2018—2020 年我个人的创作

脉络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在创作内容和

学习的目的上会有一些变化。

2018 年，我进行了两个方向的训练，

一是对去概念化图像的转换，二是材料熟悉。

这期间有很多画面图像来源于文本，通过文

本到图像的转换，对自己进行图像训练。

2019 年上半年，我们集中学习制作版

画。当时我对版画的控制有一些没有解决的

问题，最后采取了版画和绘画结合的方式。

2020 年上半年，因为疫情待在家里，

感觉被网络信息，以及对未来的恐惧裹挟着，

我需要寻找一个出口。这一组作品我下意识

地采取了冷色调和红色调组合，展现出红色

很微妙又有点危险的感觉。

2020 年 6 月，我回到重庆，生日那天

室友送给我她自己养的玫瑰和百合。我当时

非常想以花作为主题进行创作，而且想对自

己的观察进行训练，看着花写生。但是我画

得非常慢，最后定格在花枯萎的样子。这两

张画，不光有和生活、他人的连接，也有在

绘画中突破的训练，对现实观察的训练。

第五个阶段我进入了全新的学习，想在

创作中有一些新的启发，尝试了很多材料和

绘画的方式。研究生期间，我的时间变得很

碎片，所以有很多时间推翻上一次的构思，

再进入下一个阶段，像走螺旋楼梯一样。

吴清鹤：我演讲的主题是“公共艺术如

来说，这些作品更像是自我疗愈的一颗糖。

邹丹：我本科读的是工业设计系，所以

我是一个跨专业的学生，创作周期还比较短。

一开始我和很多喜欢绘画的同学一样，

画一些照相写实和具象表达的风格。之后我

延续了这种创作逻辑和脉络，了解到图像学

的一些知识，创作上进行了图像的结合，比

如戴脚铐的猴子、资本家的形象、奢侈品牌

的图像符号和荒漠图像结合的冲突，表达画

面上的错位感。

后来我开始被线条的美感和植物之间层

层叠叠的感觉吸引，随着深入的学习、对其

他艺术家的研究，以及自身的感受，我的创

作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平常会收集一些手抄

本、小人书、漫画作为素材，这些作品的形

象不存在特定的解码，我希望通过图像重新

组合和拼贴、堆叠，让它们有一种新的联系，

这种联系可能是图像经历了变形之后的另一

种解码。劳森伯格的创作对我影响很大。

研二到研三期间，在材料上我放弃了传

统的亚麻布，选择了半透明的纱，并且发现

了可以转印的材料。我之前总舍弃不掉点线

面的创作习惯，可能是学院派的通病，后来

我在创作中有意舍掉这种惯性。

针对这次展览，我还想做一些空间上的

尝试，比如利用墙角展示纱面的作品。这件

作品中有一些图像是爱迪尔马雷，他是一个

科学家，在医疗、心脏、航空方面很有建树。

他在研究时不经意创造的图像，在我看来有

一种审美艺术的图像感，但是这种身份的错

位感让我很感兴趣。

我还在同一个画框上放置了双面纱，上

面的图像一些是我收集的，一些是我创造的。

从正面看过去，和从背面看会一种错位感，

两层图像会堆叠在一起。

韦嘉：这一组差异性特别大，他们都面

临各自的创作状态。唐金凤敏锐、敏感、

直接，她的作品就是一种情绪。王钰婷在本

科阶段就显示出非常强的自觉性，选择了今

天这种绘画方式，特别异样、冷峻，不符合

她的年龄段。如今她最新的作品反而变成了

非常具有结构形态、简化的画面，这是在创

作中非常难得的过程。吴清鹤是在地创作的

典型性艺术家，这一次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可

贵的尝试，把他的田野观察、在地的沟通和

观察得来的切入点，通过结合空间、话语的

创作移植到美术馆。姚德科的作品体现出很

强的思辨，这在版画本科阶段比较难得。他

很早就提出问题的介入，反思版画过程性和

结果之间互动的联系。我之前不知道邹丹的

研究生学习是跨专业的，在我看来她的图像

已经比较成熟了，碎片化的图像通过她的整

合，形成有个人印记的偏向风景形态的图像转

换，显示出她缜密的思考和具有成效的实验。

作为一场活动来讲，“礼物”提名展

今天就结束了。但是对于创作者、执行者来

讲，今天又是一个开始，我们梳理了自己的

过程，对未来的判断、自己艺术道路的路径，

包括如何在未来更好地跟同学们沟通和呈现

作品，这是一个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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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铁路岁月

综合材料

尺寸可变

2019

姚德科：我在大三时对之前的幼稚行为

完全否定，停止了绘画，开始写文字梳理自

己。写到现在，我慢慢从一个感性的人变成

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版画制作中最有趣的是过程性、特殊性。

过去很多版画都以最终印刷结果为展示，关

注更多的是版画图像的结果，没有过程。我

觉得这削弱了版画的特殊性，因为从制版开

始，版画已经开始制作了，过程性的思考贯

穿了我近年来的实验。

人们用各种方法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冲

突。《我们内心的冲突》中我通过木版的破

坏来制造矛盾，再通过转印、印刷，之后我

用颜料把原来的伤痕、矛盾掩盖掉，最终形

成一个人的形状。好像我们都会用各种方式

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冲突，让大家看起来像个

正常人，表现一种表里不一的情绪。

在《微笑》中我故意把版画的结果削弱

了，6 个相同的笑脸，让观众去观察每个图

像木刻的过程。通常木刻的状态、背后的情

绪是隐藏起来的，我故意情绪化放大、拉大，

最终形成这样的画面，也恰好反映了一种社

会现象。

艺术让我了解自己，面对矛盾的同时，

也是在和自己和解的过程。我经常会怀疑自

己，有时候觉得自己不属于艺术圈这个环境，

可能因为快要毕业了，现实和理想的问题逐

渐被放大，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

我的作品就像我的内心一样充满矛盾，

我想表达社会的种种矛盾和现象。但是现在

回过头来看，更像看一面镜子，可以看到我

内心的转变。以前的作品就像自画像，对我

何塑造我”。

我去了很多公共艺术现场，看过这么多

的现场后有一个反思：现场不是艺术家的画

布，尤其对公共艺术来说。那我如何在现场

创作？

研究生刚入学的时候我在杭州莫干山，

和当地的竹编艺人共同完成了一组作品。

2019 年我参加七塘雕塑实验基地，通过调

研跟当地百姓交流，他们说竹子会发声。我

以竹子为媒介，寻找创作的灵感，每一根竹

子加上不同的铃铛，观众可以参与互动。

我在海南跟父亲一起完成了《行走的厨

房》。我们家是做焊工的，父亲长期在外工

作的时候我母亲会跟在后面。我给每个厨具

加了腿，妈妈觉得很奇怪，我说父亲的付出

也有你一半的辛劳。

经历了这么多现场，我给自己提出一些

问题，假问题就不会有真创造，这一点仅对

公共艺术而言。公共艺术中，有公共性、互

动性、在地性、艺术性，把我原来绘画的方

式转回了现场。这一次参展的作品是《微

观·铁路岁月》，它是 2019 年完成的。黄桷

坪社区里有一些老物件、以前的记忆，我采

用了线上线下相互结合的方式。这个作品能

成立，放在铁路山村，现场有很多灰暗的空

间，我只是通过很小的动作把它激活了。

公共艺术让我有问题意识、现场意识。

问题意识是真问题意识，现场会告诉我该如

何做，如何放低艺术家的姿态。三年下来由

本科绘画状态，慢慢走到室外，有一种小我

到大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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