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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禮帽的雪人，右手叉腰
短裙及長襪的美女，汽車還
有相機，這些看似毫無關聯的
元素一同出現在美國著名藝術
家大衛．薩利的新作《Smoke
Kools》之中。這位上世紀八
十年代回歸具象畫派的領軍人
物，以拼貼的手法把富有趣味
的圖像與符號集合在同一畫面
中，為觀眾創造豐富的「視
覺」之餘，給作品帶來了別具
一格的「加總」風味。
據介紹，薩利的作品通常與電影設

置有密不可分的聯繫，電影中慣用
的特寫、縮放、剪輯、拼接等技巧都
被薩利巧妙地移植到繪畫創作之中，
用畫筆打破圖像與意義的隔閡，講述
複雜的視覺語言故事。以現正於立木
畫廊展出的兩件作品《Buick-Town》
和《Smoke Kools》為例，薩利用絲網
複製或轉移印刷攝影，創造出了戴
兜帽的肖像。而該身影的所屬人，是
一位名為Audiello的演員。上世紀90
年代初期，薩利為Audiello進行拍攝，
當時 Audiello 在工作室
內，以一幅未完成的繪畫
為背景，展現了一系列自

發的表演。
這一影像在誕生25年之後再次被啟

用，是因為薩利希望藉此機會重申電
影和攝影的重要性，同時突出表
演——即興創作、人物與戲劇還有荒
謬的重要性。而以上因素，皆為薩利
藝術發展中最重視的部分。在他看
來，繪畫本身也可以被歸類為一項表
演。而戴兜帽的肖像象徵1950至
60年代美國的流行文化。圖像、炭筆
繪畫以及抽象表現主義符號的疊加與
並置，使觀者有機會釐清且反思多樣
化的觀賞體驗。 文：趙僖

幫助營營役役生活中感到疲憊無力的人物
形象找回興奮點，以工筆白描呈現世人不經
束縛的感官情緒，是本港青年藝術家陳鈞樂
個展「人間遊戲」所展出作品的主要畫面。
對陳鈞樂而言，所謂的「遊戲」，絕不是普
通的放逸嬉戲，它反倒是城市生活中衝破常
規的一場盛宴。陳鈞樂認為，用線條一筆一
筆地勾畫奇特詭譎的人物百態，可以令其中
的「玩樂者」在剎那的狂喜間超越地域及時
間界限，達到如幻似真的狀態。
流暢自如的筆觸使繁複的異想世界虛實相
生，可以讓駐足畫作前的觀眾被細節中的真
實情景拉扯進入畫中的世界，精細嚴謹的構
圖又能把觀眾在彈指間推出異界回歸現實。
陳鈞樂指出：「超脫在梵文中的意思是從痛
苦中解脫，以自由快樂的狀態來面對周而復
始的重複。陷於城市生活之中，我們有時會
選擇飲酒作樂麻痹自己，打破沉悶，逃離冗
贅。但我想嘗試用繪畫表達愉快無憂的情境，
在腦海中建構一個快樂的國度。」值得一提的
是，陳鈞樂所表現的烏托邦也並非只有歡樂，
畫家同時亦捕捉到了人們極樂中頓感空虛的矛
盾。
談及自己沉迷線條的原因，這位尚未過而立

之年的藝術家說：「我對於線條的追求就像寫
書法，線條分明的起伏，富於動感和節奏的韻
律，可以體現變化和空間深度，即便沒有色
彩，墨線也可以展現出抒情的力量，具有非常
強的表現力。而在中國傳統畫中，水往往又是
人類精神的物化外現。所以我的作品通常會與

『水』結合在一起。白描能夠充分表達我所嚮
往海水的多面性，或平靜或波濤洶湧。」這也
是陳鈞樂近年全心投入中國畫創作的原因——
希望能透過對線條微妙變化的深入探索，找到
中國傳統精神延續的多重可能。

文：趙僖

陳鈞樂：
線條勾畫精神世界「Rave Party」

展覽日期：2016年9月15日至10月8日
展覽地點：中環雲咸街31號嘉圖現代藝術

大衛·薩利
無限拓展繪畫可能性

展覽日期：2016年9月8日至11月12日
展覽地點：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407室立木畫廊

《看不見的城市》中，
人們找不到認得出來的城
市。因為意大利作家卡爾
維諾的筆下，所有的城市
都是虛構的。這是「別
處」的烏托邦，雖然隨
世界趨向一致，時至今
日，「別處」或已不復存
在。卡爾維諾寫道，將城
市劃歸為幸福、或是不幸
福，沒有意義，若要區分
也應是如下兩類，「一類
是歷盡滄海桑田，而仍然
讓慾望決定面貌的城市；
另一類是抹殺了慾望、或
者被慾望抹殺的城市。」
「餅乾之城」耗時六日，由宋冬及上海紐約大學的高
校志願者們共同建造。期間六台抽濕機晝夜運行，才
勉強對抗上海的潮濕空氣，避免餅乾在「築城」時受
潮。「搭建」行為之外，最終還要以「吃」的方式，
定義觀眾與藝術作品的關係。「開吃！」一聲令下，
興奮的參與者推倒「建築」，大快朵頤，主辦方並將
「街道」、「橋樑」和「地基」，打包成700餘份伴
手禮，贈予路人，巍然壯觀的「城市」，瞬間灰飛煙
滅。

公共領域開吃
為了引發人們對城市生活的思考，2003年起，宋冬
即開始創作「吃城市」系列作品。從倫敦、巴黎、紐
約，至北京、貴陽、上海，一座又一座的「城市」拔
地而起，又被夷為平地。這些「城市」無一不是用餅
乾、糖果構建，因為在宋冬看來，甜食對人類的誘
惑，與城市異曲同工，「糖的另一個名字叫『美麗的
毒藥』，它很具誘惑力，但吃多了不好，這很像我們
的城市，我們喜歡生活其中，周末卻要逃離，往海
邊，森林，回到自然，人類與城市的關係很矛盾。」
「吃城市」最早發生於藝術空間，此後逐漸向公共

領域拓展，近年來宋冬與地產
集團多有合作。「復興瓏御是
上海核心區域的在建樓盤，站
在樓頂可以俯瞰各種地標建
築，這裡亦經歷過拆除、再
建，可謂時代縮影，搭建『餅
乾城市』，可以讓生活在被建造城市中的人們，親自
參與到築城過程。」宋冬笑言，「現實生活中是城市
吃掉我們，現在我們可以吃掉城市！」

既無界又何談跨界
不過，宋冬構築的「餅乾之城」，緣何沒有陸家嘴

「廚房三件套」——上海中心、上海環球金融中心、
和金茂大廈？細察之下，「甜品電視塔」的外形也非
東方明珠。原來，「吃城市」系列並不是拷貝任何一
個實際存在的城市，所有的烏托邦之城都只在想像中
存在。他解釋，現代化建設使得城市越來越雷同，
「餅乾之城」集合了世界很多城市的影像，「有人會
覺得這像某一座建築，有人又覺得像另一座，所有的
建築不是一一對應的，雖然這次我在上海創作，但我
搭建的不一定是上海。」

作為資深「吃貨」，宋冬的不少作品都與食物相
關。其中聞名遐邇的「吃盆景」系列，用燻肉火腿、
巧克力、鮭魚等搭建成山水盆景，將博大精深的飲食
文化與盆景藝術相結合，創造出了《江山如此多
肉》、《一片孤域萬肉山》等亮眼作品。在他看來，
民以食為天，人人都愛吃、也離不開吃，品嚐美食是
人類打開世界的日常方式。宋冬常說，他的職業是生
活，業餘才做藝術，其藝術理念多源於對生活的理
解，反之藝術實踐又賦予生活能量，兩者之間沒有界
限，至於跨界云云，根本就是詞不達意，因為藝術原
本即可使用任何手段，既無界又何來跨界？

20年來以石記事
宋東另一件廣為人知的作品則是「水寫日記」。

1994年，宋冬與友人郊遊，偶然撿到一塊石頭。次
年，他便開始用水在石頭上書寫日記，迄今已堅持了

逾20年。石頭上的文字從無到有，從有到無循環往
復，蒸發的是水，流失的是時間。出差不便攜帶石
板，他就用手指蘸水，在酒店衛生間台盆上直抒胸
臆。「想到什麼，我就寫什麼，文字很快消失，不怕
被人看到。」宋冬說，雖然他很愛自由，但平日裡絕
無可能擁有絕對自由，有些事亦不便對人言，於是通
過水寫日記的方式，獲取了心靈上的自由。
而北京家中的石頭，因為知曉太多「心事」，有了

靈性，宋冬亦不忘為其作周到安排。他透露，1996年
首立遺囑，即提及如何處理石頭，當時的計劃是將他
的骨灰置於石頭之上，憑風吹散，再將石頭沉入水
底，算是交還給自然。2003年宋冬初為人父，而在前
一年剛剛經歷喪父之痛的他，深知至親離去時的無
助，為避免女兒屆時傷心過度，故再度修改遺囑，禁
止女兒參與風吹骨灰的過程，但可幫忙將石頭沉入水
底。

行為藝術家宋冬行為藝術家宋冬：：
「「吃掉城市吃掉城市」」！！
在上海，一座烏托邦之城，於數小時內被「食慾」吞

沒。幾百名市民，攜手「幹掉」了這座用餅乾、糖果搭建

出來的「城市」。這是新天地復興瓏御「吃城市」宋冬藝

術行動現場，「在這件作品中，可以看到一座城市如何被

迅速搭建，又如何在短時間內消失無蹤。」中國當代知名

行為藝術家宋冬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說，「我們用慾望搭建

城市，同樣也在用慾望摧毀它。」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水到渠成的中國元素
1966年生於北京，1989年畢業於首

都師範大學美術系，為中國當代知名
行為藝術家。宋冬在世界各地舉辦過
個展，參加過眾多重大國際展覽，如
2004年的聖保羅雙年展、2011年的威
尼斯雙年展主題展、2012年的卡塞爾
文獻展等。2009年，他的個展《物盡

其用》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展出。
此外，他亦曾獲得2000年聯合國教科
文青年藝術家獎金、2006年韓國光州
雙年展大獎、2010AAC藝術中國年度
藝術家、2012年度中國當代藝術權力
榜年度藝術家、2014年獲中國當代藝
術傑出貢獻獎（CCAA）。

早前業界有抱怨指，中國藝術家難以得到西方
主流藝術圈的認可。宋冬在西方藝術圈享有盛
名，他認為以前外國藝術家進入中國同樣很難，
但如今世界已是地球村，藝術關注的也是全人類
的問題，各國藝術家間的多向影響愈發明顯。
「全世界各地都活躍中國藝術家，他們受邀參
加的展覽，亦是主流展覽，若說中國藝術家不能

進入主流藝術圈，那什麼又是主流？」宋冬反
問。作為中國藝術家，又如何看待中國元素？宋
冬回答，他既不會因為要做世界的藝術家，就刻
意迴避民族性，拒絕在作品中加入一切中國元
素，也不會因為中國藝術家的身份，特別彰顯中
國風，「運用中國元素，應是水到渠成，刻意做
與刻意不做，都不是我喜歡的方式。」

宋冬

■陳鈞樂白描作品《Rave Party》。

■■大衛大衛··薩利作品薩利作品《《Smoke KoolsSmoke Kools》。》。

■興奮的參與者推倒了「城市」，「城
市」成了廢墟。

■宋冬（圖右）在上海創作「吃城市」，旨在引發人們
對城市生活的思考。

■用餅乾、糖果搭建出來的「城市」。

■■宋冬正在建造宋冬正在建造「「城市城市」。」。

■■宋冬在上海創作宋冬在上海創作，，但搭建的不一定是上海但搭建的不一定是上海。。

■小朋友在吃「城市」，現實生活中是城
市吃掉我們，現在我們可以吃掉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