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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展览附录 

2020年9月20日，中国北京  

展览作品介绍 

展览以一间黑暗的房间开场，进入此处见到是冯晨（1986年生，武汉）的装置作品。

近年来，冯晨为其“光的背面”系列创作了一系列令人感官迷离的集合作品，这些作

品结合影像、雕塑和空间装置，对人们如何面对视觉和听觉，尤其融合科技的视听对

人的冲击进行了探讨。本次展出的是艺术家根据UCCA沙丘美术馆的场域，特别创作

的《光的背面：瞬间》（2019）系列的一件新作品，作品通过艺术家建造的科技装置

营造出令人迷惑的幻觉：当观众进入房间，眼前出现一台电视、一盏灯、一台摄像机

和看似正在实时直播观众所在房间的屏幕。可眼前看到的景象却与身处现实存在不可

思议的脱节——屏幕里灯光忽明忽暗，房间里的灯泡却始终明亮。简朴奇特的空间环

境与家具令人联想到家的概念，这愈发突出了现实与眼前所见的矛盾。通过将观者置

于迷离的错觉之中，艺术家邀请我们反思现实与感知的关系，并重申了个人经验对调

和或扭曲事物所起的主导作用。 

进入展览中厅，朱田（1982年生，浙江）以一组作品探讨了彻底的自由裁量权、自我

和开放界限等观念。位于展厅中央墙上的装置作品《钱》（2015）源于一个简单的前

提：艺术家每月通过电子邮件公布其银行账户余额。作为一项终身行为表演，任何人

可以支付100英镑订阅艺术家的邮件通知。艺术家同时也欢迎订阅者以电邮向此邮件

地址发送与账户金额相关的问题。在此装置中，观众可以一览过去五年艺术家银行存

款数字的涨落。艺术家对金钱这个禁忌，或者通常令人感到不安或尴尬的话题，采取

了开诚布公的坦率态度。位于展厅四周墙壁上的是艺术家两组相互指涉的作品：《贱

卖品》（2014）和《扫描》（2014）。《贱卖品》通过视频再现了艺术家在微信上进

行的一场行为表演。艺术家通过微信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在线拍卖：邀请参与者竞拍其

身体的某个部位，艺术家会将该部位扫描为A4大小的图片，然后将这张独一无二的

印刷品寄给成功竞拍者。在拍卖的半小时过程中，竞拍者对艺术家自我暴露的行为竞

价和开玩笑，拍卖师则不为所动地记录下竞拍者的出价。与《贱卖品》共同构成一组

作品的《扫描》是为本次展览重新制作的版本。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将自己身体部

位扫描得到的图像印在环绕UCCA沙丘美术馆两个中央展厅的玻璃平面上，消解了观

者对扫描图像认知，将艺术家及其大胆之举本身置于观者的关注之下。 

石玩玩（1981年生，江苏南通）曾称自己的作品是“不以生产图像为目的的行动艺术和

公共艺术”，他经常通过对不同社群的干预以介入话语权、社会经济关系和文化记忆

等议题。在本次展览中，石玩玩首次呈现了他的新作品《月光》（2020）。为了这

件作品，石玩玩寻找到三十个所谓的“留守儿童”家庭，邀请他们提供两件东西协助完



 

 

成作品：艺术家请留守儿童画一幅月亮的图画，再请留守儿童家长录制一段或者描述

观看自己孩子所画的月亮，或是对此项目进行回应的音频。艺术家将图画和音频以排

列有序、自成一体的30件艺术作品呈现给观众。自身即是留守家庭长大石玩玩曾说，

这件作品引发了他的极度共鸣。艺术家通过将个体自理性受经济条件限制，连其下一

代也因此受到影响的普通人的创作突显在观众面前，激发观众对限于自愿和不得不为

之两难困境之下的人的主体性进行反思。 

此次参展的两位艺术家李明维（1964年生，台中）和纳斯佳·萨德·伦克（1985年生，

赫尔辛基）的作品，其实可以直接置于关系美学的传统之中，这个兴起于90年代的

艺术运动强调观众的参与，并通过这个方式完成最终的作品创作。李明维通常采用参

与式装置的创作形式，为观众带来了充满温情且引人深思的片刻体验。《给自我的一

封信》（2020年）其实是《鱼雁计划》（1998年至今）的姐妹作品，李明维在这件

作品中对近期的世界局势进行了回应。艺术家为这次在UCCA沙丘展出的版本搭建了

一个驿亭，书桌与椅子对着大海，三面环绕装有信封的书架。李明维邀请观众以写信

的方式回答两个关键的问题：这个时刻你在担忧什么？是什么让你看到希望？ 观众

可以选择将信密封，或是打开放到书架上供其他人阅读。与李明维其他大部分作品相

类似，《给自我的一封信》是面向观众的一次公开征集——给予时间与空间，让观众

对自身与情感现状，以及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进行反思。  

纳斯佳·萨德·伦克的作品同样在展厅里营造了直接而亲密的体验，不过他选择的是

与现场表演者进行互动。在展览期间，纳斯佳的两件作品《母亲》与《昨日在此处》

将进行两次行为表演。《昨日在此处》的表演者将分布于整个展厅之中，每个人都拿

着两副耳机，邀请感兴趣体验作品的观众挑选一首让他们想起坠入爱河或是分手经历

的歌曲。与此同时，表演者将选择一首主题与之相反的歌曲（坠入爱河或分手），与

观众分享耳机，一起同时聆听这两首歌曲。这场长达6个小时的持续行为表演，通过

共用耳机直接拉近了个人与他者之间的物理距离，同时也通过音乐构建起更为抽象的

文化情感联结。另一件作品《母亲》所演绎的则是更富戏剧性的家庭关系，邀请观众

亲自参与到行为表演之中。艺术家将邀请公开招募的母女搭档到展览现场，以同一节

奏演绎展厅中正在播放的关于母女关系的电影片断。这些参与者不仅是非专业的表演

者，而且也不会进行提前排练。她们将在沙丘美术馆的空间中重新诠释影片中的场景，

不断重复，直到两位表演者满意为止——这件作品也随之宣告完成。  

其他的参展艺术家关注影像和这种媒介构建沉浸式体验的能力——让我们陷入不安



 

 

的时刻，或通过虚构的叙事令人不知所措。皮尔维·塔卡拉（1981年生，赫尔辛基）

通过幽默的干预行动介入公共空间或特定的社会文化场域，打破这些空间既定的行为

准则。在《逍遥乘客》（2006年）中，艺术家用隐藏摄像头记录了阿姆斯特丹一辆

公交车上的互动行为，一个男人冒昧向陌生人提出越来越无理的请求。他的大胆吸引

了其他乘客的参与，人们开始对自己所处的共同局面展开辩论，最终在一个利他主义

的时刻达成共识。相较而言，《真正的白雪公主》（2009年）讽刺了企业化文化以

及个体与这些企业的关系。艺术家打扮成迪士尼的经典角色，试图进入巴黎迪士尼乐

园。起初，她被人们团团围住索要合照和签名，但随后很快被安保人员制止，并被禁

止入园。2018年的作品《抚摸者》是艺术家受英国共享办公空间Second Home之邀、

以他们的空间为灵感而创作的作品。她在办公室中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行为表演，扮演

一名工作效率专家，推介一套以抚摸为基础的实验性健康方案。展出的影像将艺术家

问候并抚摸同事的场景，和同事们议论艺术家让自己感到不适的场景并置在一起。这

种诙谐轻松的形式显示出一家商业机构竟然可以被一个亲密的无害之举所扰乱，也最

终揭露了社会与职场文化的脆弱性。这些影像既不完全属于表演，也不是纯粹的纪录

片，而是邀请人们进入社会正常秩序被打乱的瞬间，共同揭示出我们无意识的行为期

望有多么不堪一击。 

展览中另一件纯影像作品通过多个频道的视听信息和编造的叙事完全占据了观众的

注意力。余政达（1983年生，台南）的六频影像《操实境！》（2015年）展现了三组

看似亲朋好友的普通人，他们在同时观看和评论同一场电视真人秀。断续而重叠的音

频让观者在不同的讨论之间进进出出，然而屏幕上那些人的真实面貌，却始终不甚明

朗：他们是演员吗？他们的谈话究竟是已写好的台词，还是完全出自真实的反应？当

然，这也是电视真人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因此，这件作品的观众对本就模棱两可的

关系构成了第三重观看，在构建起来的层层嵌套的虚构叙事中，探询真实性与表演性、

事实与虚构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