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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駱佳鄭州
報道）日前，由河南省美術家協
會、河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河南
省工藝美術行業協會主辦，雅昌河
南藝術中心承辦，雅昌藝術網河南
站、鄭州億彩商務管理有限公司協
辦的「泥是傳奇」——張振福鈞瓷
泥塑藝術精品展在雅昌河南藝術中
心開幕。
本次展覽共展出張振福近年創作

的近百件作品，主要分為兩部分：
鄉土氣息濃厚的泥人作品和鈞瓷泥
塑作品，既植根中原生活，又緊隨
時代與時俱進。如誇張造型的《哺
育》，塑造的是一個農村婦女正在
哺育一前一後帶兩個幼童；還有
《觀音》，莊嚴、傳神而慈善。這
些古樸典雅、栩栩如生的泥塑作品
使大家耳目一新。
張振福，豫東一位摶泥為藝、塑造傳奇
的藝術家。在其三十多年間的藝術歷程
中，懷揣着對中原沃土的深厚感情和對泥
塑藝術的無限摯愛，憑着執着追求與不懈
努力，創造了令人矚目的藝術成就。這些
帶着泥土芬芳的泥塑作品，擷取豫東農村
喜聞樂見的生活場景，記錄並印刻着農民
的喜怒哀樂、平凡與偉大，以適度誇張的

藝術表現手法傳達出中原人民淳樸、樂觀
的感情，同時也留住了漸行漸遠的豫東民
俗風情。
藝術家對自己的作品都有着難以訴說的

情感，就像是自己的孩子，而張振福在接
受採訪時表示，「我和我的作品有交流、
有對話。視作為有生命力的東西，而不僅
僅是可供欣賞的普通工藝品。」

由法國路易威登基金會所主辦、北京尤倫斯當
代藝術中心聯合策劃的「本土：變革中的中國藝
術家」，即日起在巴黎路易威登基金會舉行，此
次展覽將展出來自中國、不同代際的12位藝術家
的作品，以及路易威登基金會的原有藏品，這同
時也是近10年以來在法國舉辦的首次大型中國當
代藝術展。
路易威登基金會將開放1號、2號、3號展廳來

呈現劉韡、郝量、徐震、劉小東、曹斐、劉窗、
楊福東、邱志傑、陶輝、胡向前、劉詩園、徐渠
這12位藝術家的作品；其他展廳將呈現路易威登
基金會所收藏的中國當代藝術，包括黃永砯、張
洹、嚴培明、張曉剛、艾薩克·朱利安等11位藝
術家的作品。這些不同時代、媒材、主題的作品
將微縮成現階段中國當代藝術發展面貌。
本次展覽的核心概念為「本土」—在中國當代
藝術領域，這一詞彙不帶任何民族主義色彩，而是
涵蓋了在了解普世價值和重新以辯證方式看待身份
的過程中令「當地」本土和「全球」本土保持一致
的辯證理念。這一表達方式，也是當今中國藝術
家、批評家和學者反思的中心。
參展藝術家運用一系列源自本地傳統與文化和高
尖端技術與工具，大膽將之結合或形成對照，揭示
變革下複雜紛呈的社會現象。他們的作品反映了經
濟，生態等領域以及藝術家身邊的新現象，尤其是

城鄉關係的轉化。同時也反覆探討身份問題。精選
系列並不能全面展示中國藝術現狀，但令我們得以
關注在飛速發展下中國藝術創作種類繁多，形式多
變的特色，至少能夠肯定這些潮流以及值得關注的
個人風格。
本次展覽的目的並不在於勾勒出中國藝術界的全

景，而在於凸顯日新月異的藝術生產的多重形態特
徵；這種多樣化更多地彰顯在藝術家的個人創作
中，而非特定的藝術潮流。此次展覽由即日起正式
對外開放，預計將展至8月29日。 文：張夢薇

「文化碰撞：穿越東北亞」以四個角度切入對東北亞
藝術的呈現：「夢想與現實」由王國鋒（中國）、宮本
隆司（日本）、陸壘（中國）來解讀主觀理想與客觀環
境的矛盾；「日常與超驗」由崔正化（韓國）、胡慶雁
（中國）、曾家偉（香港）和許哲瑜（台灣）一起探討
藝術家如何將日常物件昇華至美學層面；「語境與介
入」中，小泉明郎（日本）、關尚智和黃慧妍（香
港）、崔廣宇（台灣）展現的是藝術家對社會現狀的關
注；「過濾與放大」裡有胡為一（中國）、車旻映（韓
國）、宇治野宗輝（日本）和李承熙（韓國）天馬行空
的想像。據黃篤透露，香港藝術中心最初邀請他來港，
是希望他以客座策展人的身份策劃一場水墨展。但黃篤
卻一心要擺脫單一跨越局限，因為他認定只有香港夠令
東北亞各國收起自己的隱形屏障，在這個多元又開放都
市之中，不同地域的文化藝術可以嘗試走近彼此，又不
至於相互依偎，在足夠的空間裡求同存異，調節差異造
成的「壁壘」。
「文化碰撞：穿越東北亞」的英文主題是「Familiar
Otherness: Art Across Northeast Asia」，如果把英文再
翻譯成中文則是「熟悉的他性」與中文主題之間略有不
同。當記者問及黃篤究竟哪個主題更接近展覽所要探究
的本質，黃篤解釋說：「『熟悉的他性』即熟悉的差異
性。就像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好萊塢電影，在香港上映
時，通常會保留不完全對應的特點，『熟悉的他性』希
望觀眾可以從歷史視野中感受『熟悉』的文化背影，又
在展覽形態中發現『他者』間的對照與關聯。但無論是
中文或英文這場展覽的副標題都是穿越東北亞，之所以
要穿越是因為其間隱含了障礙。」

文＝香港文匯報 黃＝黃篤

文：所謂的障礙具體是指？
黃：我想應該是政治和意識形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清末以前東北亞地區的文化政治都被儒家思想所籠
罩，但卻因為一些歷史遺留下的問題造成了障礙的
出現。這些問題既有殖民時期的歷史，又有冷戰時
期的歷史。障礙的存在是客觀事實，而非想像。新
千年後，儘管東北亞地區的經濟發展迅速，但相互
之間的聯繫也多是被經濟結構綑綁在一起，文化藝
術間的交流遠遠落後於政治經濟間的交流，甚至是
相對隔離。

文：藝術能夠成功消解您提到的障礙嗎？
黃：實際上藝術就應該超越這種障礙或者界限。因為藝

術是飄移的，不應該被地緣、歷史所堵塞。換言
之，藝術如同遊牧一樣能超越意識形態的界限。在
當代藝術領域中，東北亞是一個複雜多元的空間。
各自秉承傳統，又在現代化的發展中相交匯，使東
北亞當代藝術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生長路徑。《文化
碰撞：穿越東北亞》是理想化的，我們想要分享藝
術作品之間的對話和交流。通過敞開的空間安排，
提出值得思考的問題。作品和作品之間對應，又能
加深作品內在的深意。比如同為攝影作品，《九龍
寨城》與《愛》在同一空間內遙相呼應。《九龍寨
城》是攝影師宮本隆司以日本人視角觀察記錄1987
年至1993年的九龍寨城，中國近代史的脈絡在畫
面中悄然而立。而中國藝術家王國鋒五度深入朝
鮮，把焦距對準朝鮮的慶典儀式，將一名女兵從千
篇一律的軍人海洋中抽離，逐漸放大形成了
《愛》。《九龍寨城》再現現實的同時，《愛》的
集體無意識亦得到強化。

文：不同國家地區的藝術作品是否具有同質性？
黃：年紀較長的藝術家，作品中普遍存在厚重的歷史
感，他們更關注社會、傳統與當代
藝術之間的關係。例如韓國藝術家
李承熙的大型陶瓷裝置《朱陶竹
林》，靈感來源於蘇東坡的硃砂畫
竹。李承熙在景德鎮製作了6,500個
陶瓷部件，按序列編號組裝可以形
成一片血紅的竹林，他通過雕塑裝
置來呈現繪畫的意境，佔領空間，
轉化藝術語言。年輕的藝術家喜歡
玩藝術，有意思比什麼都重要，注
重新媒體和技術的應用，年輕的一
代有他們自己的敘事手法。這個展
覽雖命名為「文化碰撞」，卻不是
要展現各個國家的政治狀況，而是

以不同文化路徑連結藝術生態，激發東北亞地區的
文化藝術活力。

文：在利用空間來探討東北亞各地藝術之間影響的過程
中，策展人扮演着什麼樣角色？

黃：我覺得策展人就像個導演，要把作品處理在空間
裡，就不可能讓所有的作品都很突出。一個電影裡
不可能人人都是主角，需要有角色襯托主演，策劃
展覽也是一樣，需要有大有小、有強有弱，有敘
事，有節奏。策展工作是要突出藝術家作為「人」
的角色，擺脫現存社會的既定束縛，充分探索
「人」在藝術實踐中的可能性。異文化的相遇，不
僅是在發現他人，同時也是自我的再發現，通過對
話、協商、交流和分享最終創造新的價值。作為導
演，我盡量要做到，讓這個展覽不枯燥，從多層次
多面向展示東北亞蓬勃的藝術發展，加深觀眾的理
解。錄像、裝置、攝影之間既有和空間的關係，又
有作品與作品之間呼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策展
是（藝術家）作品與觀者、作品與作品、作品與空
間及語境的相遇和對話。

法國首辨
大型中國當代藝術展

「泥是傳奇」展出
張振福鈞瓷泥塑藝術精品

「「文化碰撞文化碰撞」」
激發東北亞當代藝術活力激發東北亞當代藝術活力
東北亞地區包含了中國、日本、韓國、朝鮮

等國家，在長達兩千餘年的歷史中，漢文化對

上述各國影響深遠，但冷戰過後東北亞大國之

間的關係卻微妙而複雜，即便經濟發展迅猛增

進了交流，文化藝術層面的互動卻大幅滯後。

香港藝術中心第七屆年度旗艦展覽《文化碰

撞：穿越東北亞》特邀請獨立策展人黃篤以文

化路徑和藝術交流的方式展現東北亞當代藝術

活力，與15位藝術家一起在文化碰撞中合

作，回溯各國間互為影響的歷史傳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崔正化作品崔正化作品《《關係項—世界關係項—世界》》 ■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
（右）細心
聆聽客席策
展人黃篤的
分享。

■■劉韡劉韡

■■郝量的郝量的《《毒浮屠毒浮屠》》

■■徐震的徐震的《《永生永生——北齊圓雕菩薩立像北齊圓雕菩薩立像，，亞馬遜和野亞馬遜和野
蠻人蠻人》》

■■參展藝術家大合照參展藝術家大合照

■■宮本隆司作品宮本隆司作品《《九龍寨城九龍寨城》》

■■小泉明郎雙頻道錄像裝置作品小泉明郎雙頻道錄像裝置作品
《《一個美麗下午的劇場夢一個美麗下午的劇場夢》》

■■車旻映作品車旻映作品《《旅行旅行
箱箱》》

■曾家偉作品《新地標1》

■■李承熙的大型陶瓷裝置李承熙的大型陶瓷裝置
《《朱陶竹林朱陶竹林》》

■張振福作品：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