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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建安 ,
生于北京,

簇

现为巾央美术

石贞

士生导师j, |1华

传统技艺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

员,北京动物园学术委员会委

员。
∷近年来,邬建安的作品先

后参加 《越后妻有人地艺术工

年展》 (Fl本新泻越后妻衔、

2018)、 第 57属威尼斯双午

展中国馆 《不息》 (意 人利成

尼斯,2017)、  《蛇形》 (H
本东京森美术馆;新加坡艺术

科学博物馆,2017)、  《亚洲

艺术部成立百午庆典·猴年新

眷特别项 }i》 (美国纽约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2016)并 在北

京、 -h海、蚤港、纽约等地举

办多次个人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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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艺术人物

邬建安 :

整个世界都会回到神话

采访人 ~于丽娜

邬建安 白||梦 的森林 (局 部) 每件约 280cm X 100cm× 100cm钢板激光砝刻 2016-2017  鸟|o建 天 奇珍 一象自 (局 部 )230cm× 130cm× 100cm玻墒钢、金箔 2018

库艺术 =库:相对于您 旱期
“
繁复绚m’

’
的剪纸作品 ,

2018年 在
“
无妄

”
个展上的作品,比如 《刀的影 r——

素色面孔》,这组作品的手法回归一直简单的方式,表

现形式也比以前更加
“
简化

”
了,为何会发生这种转变 ?

邬建安 =邬: 《刀的影子——素色面孔》跟以前的作品

有很大不同,但这个过程不是简化,而是提纯。之前很

多使用牛皮创作的作品人都是在设计之后,再 去精雕细

刻,完成的作品与设计图纸会高度吻合,而 《刀的影了》

的技术重点则是利用牛皮材料的某种特殊属性,或者说

亻̀确 定性来创造美学感受。牛皮在潮湿的时候会膨胀 ,

变软变厚变大,这个时候用刀割出口子会比较容易,随

后在干燥的过程中,牛皮会收缩变硬,而刀口在干燥的

过程中,会扩张变形,呈现出难以预料和控制的形状。

我觉得是牛皮这种材料的物理属性让技术语言得到了提

纯的机会,于是材料自己表达了更多东 IL|,人 为控制的

成分在这批作品中减少了。

态的一种手段。

邬 :从柔软的湿牛皮被刀切割的那 一下开始,到皮张干

燥后固定下来粗粝的形态,人其实处于一种混沌的猜测

过程中。切割的瞬问,特别是每张牛皮的第一刀,都带

有很强的神秘感,人好像在借助刀进入什么事物的深层

空问,刀就像是载人的飞船或是时间穿梭机。在人类双

手触及的工艺和材料里,有着不易被察觉的深刻的神秘 ,

他们弥散在我们记忆的深处,若 隐若现。在刀锋刺穿牛

皮的一刹那,我产生过远古叫代磨制石器的感觉。

库:对于材料的选择,您都有哪些考虑 ?

邬:应该是和材料的缘分,世界上的材料多种多样,很

多你都感兴趣,但囚为材料成本、工艺条件和安全性等

方面的原因,最终你无法选用,它们就只留存于你的想

象里。

库:在您看来,牛皮这种 自然物料也是唤醒自身超验状  库:您是否有意将 自己的展览现场,制造成一个带有神

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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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刀的影子 素色的而 fl》 密林 中的 《凵|珍 虎》

秘性的,类似祭祀或巫的场域 ?

邬:没有刻意考虑这些。我喜欢有一个大致的布展思路 ,

之后专心在现场组织作品,所以布展常常很慢。在现场

组装时,作 品会产生熟悉 叉陌生的感觉 ,它似乎会告诉

你他想要去哪 ,有时候会和展览设计的预期出入很大。

布展环节是新作品创作的一部分 ,布置在展览空间中作

品才第一次完形。观众走进展览现场 ,他们在与作品相

遇过程中,可能会触动 内心的仪式感或对巫术的想象 ,

不 同的人会有不 同的感受和判断,但 是这种感受的出

现 ,与其说是我们设计布置的,不 如说是作品们 自己商

量好的。

库 :在 《五百笔》这 个系列的作品中,您似乎消解 r艺

术家的主体地位,而 计公众成为主体。您在其中扮演 了

什么角色 ?

邬 : 《五百笔》邀请 r很多人参与,每人在空 白的宣纸

上肆意挥洒
ˉ
笔 ,每个人的笔画都是自己潜意识的反映 ,

有一种真实的力量。人们的笔画显示出不同的能量状态

以及在性格和行为方式上的冲突 与差异,冲突与差异会

在笔画上淋漓尽致的反映出来,而笔画之间的冲突与差

异就造成了构成画面的绘画元素之间的不平衡,笔画的

冲突与差异其实就是社会现实中个体人物之间冲突与差

异的象征。如伺平衡画面,弥合笔画之问的冲突与差异 ,

让个体与群体之闸产生新型的和谐关系,并在这个过程

中生成意想不到的美学经验,大概就是我想做的事。我

想通过绘画模拟 ^种 平衡社会现实冲突的方法,这种平

衡逻辑会在动人的新的美感出现时获得确认,换句话说 ,

绘画将为社会生活提供一种平衡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新型

政治信念。

面对现实,个人与集体之问总是难 以完美的和谐共处 ,

两者的矛盾让我很 |本|惑 。人总是反抗集体对个体的压制 ,

但人叉不能彻底脱离集体 ,人与人之间还是要以某种方

式产生交集,怎样才能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呢。这个

问题越是找不到答案,就会创造出越强的能量 ,因 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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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艺术人物

邬建安 人造物 尺 寸可变 动物标 本、泡沫模型、金洧、纸黏土、镜面膜 2018

每天都在现实生活中跳出来袭扰你。对我来说,《五百

笔》的创作动力就来源干寻找答案的愿望。

库:您的创作有一种
“
通灵

”
的意味,艺术是您追求

未知的境界
—

种方式 ?

邬:肯定的。我们的身体,也许还包括灵魂,就像一

个半导体,大千世界、宇宙空问就好像是遍布时空的

广播电台,我们的五感也就是视、听、味、嗅、触 ,

就像是半导体的五个小小的频道,超 出这几个频道波

段的节 目,我们接收不到,亻日这并不意味着广播电台

没有在其他频道播出节日,比如视觉,我们的肉眼只

能接收可见光带来的刺激,也就是光谱中波长分布很

小的一个区间,这个区问之外的红外线、紫外线我们

的视觉就接收不到了,但很明显那里的内容是存在的。

库:中 国当下的现实就是 一个大的现场。您的作品中

似乎很少涉及到现实下的中国,而更多是 一̂个 民俗的

中国和传统文化的中F|。 这是为什么?

邬:可能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不同。不光中国,整个世

界都会回到神话,而且我们离神活己经越来越近了。

邬建安 人造物 (局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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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迹象已经很明显 r,科技发展的深层想象都来源

于神话,神话创造了人类科技发展的心理空间,而现在

的科技己经越来越像曾经的神话了。可是从另一个角度

来说,我们也可能正在快速的走向结局,因为神话提供

的想象空间已经明显缩小了。

库 :像蔡国强、徐冰等前辈艺术家,他们在西方的成功

离不开中国元素。您也多次到国外展出,是否也会考虑

这方面的策略因素 ?

邬:在 国外做展览必然有这方面的考量,同 时要考虑国

外观众的观展习惯。像蔡国强、徐冰老师那一辈的艺术家 ,

他们创造了许多先驱式的经验,其工作逻辑在某种程度

上也是我们展开艺术价值判断的参考坐标之一。但今天 ,

如果我们还用类似的方式去面对传统与当代,去 思考东

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恐怕是不合适的,这二十多年间

-|处

界发生
^r太

多变化,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这些

话题在今天依然还有启发意义,但 已经有了全新的内涵 ,

我们必须要开拓新的思考逻辑和工作方法。

库:您在 自己的艺术中,追求对传统民俗艺术的活化。

关于活化,一种态度是原生态地保留,一种是有意识地

生发;但前者是否能真正做到原生态地保留?后者还是

否是同一种民俗?您对中国民俗文化在当下的保护和发

扬,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

邬:我不太相信所谓
“
原生态

”
能够真正执行,对民俗

进行保护恐怕不能是
“
原生态

”
的。民俗有着很强的约

束力,比如在西北很多地区,过去修桥、铺路、盖房子

之前必须唱皮影,以求得到神灵保佑,不然大家会觉得

心里不踏实。但是随着社会转型,很多传统信仰消解掉 了,

演出皮影戏敬神娱人的风俗也就淡化了,直到皮影演出

彻底变成了娱乐活动,那 自然在和新兴的电影电视等娱

乐项 目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但是,新民俗的生成也是十

分迅速的,比如结婚钻戒,就是很典型的新民俗。基于

这个风俗,手工磨制的钻石就不会轻易被其它亮闪闪的

材料替换掉,那 么手工磨制钻石的技艺也就不会轻易变

成需要
“
原生态

”
保护的非遗。也许,我们应该开启创

造
“
新民俗

”
去保留并发展传统技艺的思考模式 c

邬建安 面具 每件约 260cm× 10cm× 280cm水牛反,烤漆,丙烯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