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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chi K11美术馆耿旖旎“挂塔和完美鸭谭”和李竞雄“阈限结构”双个展展览现场

“我是在去了解传统武术的过程中对老话和俗语产生兴趣的，”耿旖旎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专访时特别解释
了“挂塔”一词的出处：“它是传统武术的技击名词…… 挂塔这个动作本身的含义是‘快速迅猛地破坏对手像塔一样稳
固的着力点使其跌倒’ 。”这一语汇出自传统文化但本身被艺术家在创作中表达为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姿态，正如耿
旖旎希望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不是咀嚼般地重复传统”。多件作品，（如《劳动与收获》中出现的文字“不劳无
获、水滴石穿”）以书写下的民间俗语或出自民间故事的人物形象被放置在错位的背景下，形成一种交织着现实和
超现实的视觉表达。

▲ 耿旖旎与其作品《鸭谭》

展览标题中的“完美鸭谭”来自展出作品，标题和画面中心书写下的这一“完美”其实质指向了一种不合比例不合常规
的“不完美”——野鸭仿佛是放大尺寸地被剪贴进了一副风景画中，构成一种臆想中的景致。关于诸如此类基于真实
场景的再构建才得以匹配完美，以及鸭子这一意向元素的多次出现，耿旖旎表示“展览中有些作品透露着带有悲观
主义情绪的宿命论观点，而虚拟现实的出现或许是在回应这种宿命论的悲怆”。

▲ 耿旖旎作品《导师与榜样合集》

耿旖旎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这一学院派背景本身便经常导向对于绘画性这一话题的讨论。不同于耿旖旎对

于绘画的坚持，李竞雄也许可看作直接地对于绘画媒介的反叛。同样是油画系学习背景，却在毕业后创建了南京艺

术学院实验艺术系并任教，之后的创作也专注于不同媒介的创作实验。对于材料的探索，不同材料之间的组合和碰

撞成为贯穿他近年来作品的线索。虽然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专访时，李竞雄一直表达着对于这一标签的反

感，他表示自己的创作的重点并不是与材料的对话，对于媒介的选择只是创作表达的一个方法，并不应该本末倒置

地被过多聚焦。

▲ 李竞雄与其作品《无题》

然而，他十分鲜明地表达了对绘画的拒绝态度，在他看来，绘画这一艺术表达语言无法应对诸多现实话题。“世界
太过极端，需要一种尖锐的回应，呈现跟现实对立和极致的张力”，李竞雄的这一表述同时也是对展览名称《阈限
结构》的补充解释。当然展览前言中有直接的解答：“ 阈限（Liminality）一词源自拉丁文“limen”（意指门槛），
指“有间隙性的或者模棱两可的状态”。这种状态不易被察觉，需要感官刺激到达了一定量才能被引起注意。但过于
文本的概念在艺术家本人看来也显得过于晦涩，一方面出于转译的遗憾，同时也是出于相对仓促的展览计划。但通

过展出的多件2017年新作，能够解读出李竞雄一直在尝试着运用一种更极端的方式应对在他看来极端的世界。

▲ 李竞雄作品《自画像》

在各自的专访中，两位艺术家都分别表示在展览前并不知道另外一个展览甚至另一个艺术家的展出，但他们也不约

而同地对对方的作品表示欣赏。李竞雄谈到了一个观看角度也颇为有趣：作为一直在南方城市学习创作的他，在创

作中常常使用工业化的表达；而在工业城市沈阳生活的耿旖旎，却在创作中坚持着细腻而现实主义的架上绘画，装

置中也多是对于日常材料的探索。这样一种地域性特征的错位被李竞雄视为一种值得讨论的并列。

▲ 耿旖旎作品《劳动与收获》

当绘画这一媒介在当代艺术语言中逐渐式微，对于大尺寸油画创作的坚持成为耿旖旎这位年轻艺术家受人关注的重

要标签之一。她的作品色彩鲜丽，叙述性强，多元文化语境和双重性别特征经常在画面中以一种略带揶揄的姿态汇

合，显得乖张而饶有趣味。

《绳子2》中强壮的男性身体却身着红色泳装，脸部特征虽被黑色面罩覆盖但却画上诱人的红唇；多件2015年创作
的三联画中，白人的脸庞被冠上了“二大爷二大娘”的俗语标题；还有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绘画技巧的并置，诸如此
类的冲突在作品中经常给人带来莞尔一笑的幽默。画面中出现的箭头、虚线和对话框也许是唯一可以直接彰显创作

者时代身份特征的元素之一，而其他图像语言都显得跳脱时代、年龄、性别和国籍的属性。

▲ 耿旖旎作品《赤手空拳》

此次展出的2017年新作不同于先前大多作品中全球文化图像语言的重叠，而是着重凸显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
对话，但依旧强调作品中一直存在的关联与矛盾、真实与非真实的对立关系。正如展览名称“挂塔和完美鸭谭”，两
个看似无联系的词汇的并列，在艺术家看来正如现实生活中所有的真实一样荒诞。

▲ 耿旖旎作品《黑洞》

此次展览也展出了今年最新创作的装置作品，取材于日常简单的材料，被艺术家视为对创作表达方式的一种补充和

尝试。然而这并不是对绘画创作的转变或反叛，相反耿旖旎说“绘画好比我用熟了的一把螺丝刀，我喜欢这种熟悉
的手感，也愿意用它来处理所对应的问题。”

▲ 李竞雄作品《无题》细节

李竞雄则在对多样媒材的使用上得心应手。2015－2016年创作的《野兽绘画》以及《白银》系列使用了钢板、铝
板等材质，呈现它们作为绘画媒介被火灼烧后的粗粝感；今年的新作《无题》则使用了防火布，利用喷火枪不断重

复地对这一本身拒绝火的材料进行点火焚烧。焚烧处理后并没有再多加其他的创作手段，只是单纯的将多件作品的

并置悬挂在李竞雄看来就足以彰显力量。观众的观看容易聚焦到防火布被火烧后在表面留下的纹理感，但艺术家看

来更应该被仔细观察的是画面上映照出的手握捧火枪的运动轨迹。确实，这一轨迹本身凸显了他之前作品中暴力性

和倾略性特征的更进一步深入。

▲ 李竞雄作品《蛇皮橄榄球》

同时开幕展出，出于 K11 Art Foundation 对于两位年轻艺术家的长期关注和培育，是谓对其长期培育的年轻艺术
家的阶段性梳理。双个展并没有特别设定并置逻辑或被归置在特定的概念下，主办方将其形容为“各自独立又相对
呼应的呈现方式”，将开放性的讨论留给观众。因此，此次双个展的这一并置究竟促成了怎样的对话、冲突和意外
效果，也许要留在展期之中被更多的旁人挖掘了。（撰文／金怡）

耿旖旎、李竞雄双个展“挂塔和完美鸭谭”与“阈限结构”

上海 chi K11美术馆 | 9月15日至10月15日

＊本文图片均由上海 chi K11美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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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C VIDEO | 影像之选

当艺术遭遇战争：《德军占领的卢浮宫》
于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映

第19届上海电影节如期而至（6月11日至19日），在这期
间展映的影片当中，俄罗斯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
（Alexander Sokurov）的最新作品《德军占领的卢浮
宫》曾于2015年获得第72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提
名。这部影片也是索科洛夫继聚焦于冬宫的影片《俄罗斯

方舟》之后，再次将摄像机聚焦博物馆。索科洛夫以这部

影片带领观者，将时空拉回二战时期，探究纳粹占领下艺

术与政治的内核关联。与此同时，TANC在文末也对此次
参与电影节展映的影片《海上火焰》《野马》和《丹麦女

孩》进行了介绍。

PHOTO GALLERY | 图片专题

当艺术与emoji相遇，美术馆如何玩转网络
语言???
6月22日，为庆祝72个新emoji表情的加入，Culture
Themes推出emoji博物馆日——MusEmoji，这一活动在
Twitter上掀起了一阵狂潮，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古根海姆博物馆
（Guggenheim Museum）、 纽约新美术馆（New
Museum）在内的许多艺术机构都在线参与了这一活动。

关于

http://www.tanchinese.com/news/32449/
http://www.tanchinese.com/news/32449/
http://www.tanchinese.com/news/32413/
http://www.tanchinese.com/news/32413/
http://www.tanchinese.com/news/32435/
http://www.tanchinese.com/news/32584/
http://www.tanchinese.com/news/32449/
http://www.tanchinese.com/news/32396/
http://www.tanchinese.com/feature-video/
http://www.tanchinese.com/feature-video/18126/
http://www.tanchinese.com/feature-photo/
http://www.tanchinese.com/feature-photo/18598/
http://www.theartnewspaper.com/
http://www.modernmedia.com.cn/
http://www.tanchinese.com/ad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