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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向阳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废弃塑料玩具摆满了一面墙，密密麻麻，令
人震撼！山东美术馆大厅，一眼看到本土艺术家
徐国峰近30米长的装置艺术作品《景观墙》，五彩
斑斓的玩具曾经承载着孩子们的快乐和成年人
的记忆。不过，这可不是回忆杀，它们有的是从长
江入海口捞上来的塑料垃圾，也有别人捐赠的废
弃玩具。塑料垃圾是工业时代大量消费的产物，
又是难以消解的污染源，以塑料垃圾为元素构建
成的巨大画面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是对当
下生态问题的关切。

徐国峰的另一件作品《母子》同样让人震撼：
鹈鹕母子都是由废弃塑料组合而成，站在废弃石
油桶之上的鹈鹕妈妈喂给小鹈鹕的不是鱼，而是
令人瞠目的塑料垃圾，作者以戏剧化场景的构建
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也带来震动和反思：人如
何才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与自然和谐共生？

置身深海，蔚蓝的海面潮起浪涌，听大海中
最原生淳朴的声音。“20赫兹是人类能听见的最
小音率，作品取名《19赫兹》意在将人类不可听、
不可见的海底世界转换为可视化体验，呈现在大
众眼前。”V^艺术小组的作品以一只鲸鱼的自述
为主线，带领观众畅游大海，聆听来自不同海域
的自然声响：火山暴发、地震、冰川的融化，还有
人类海洋活动的干扰。基于海洋音景原始录音材
料和声音可视化技术，三位年轻艺术家用格物致
知的精神延展人类与海洋和谐共处的可能性，审
视工业文明给环境和地球造成的严重影响。

从大海到星辰处处展现着天地之美，王刚的
《凝望星空》，艺术与自然浑然一体，在多维变换
中营造出无限深远、神秘莫测的视觉空间，产生
强烈的时空交错感。它与现代文明的冲击息息相
关，显示出对大千世界的瞻望与关怀。

人与自然是永恒的主题之一，著名画家何加
林创作的《家园》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
虚拟了一个园林，象征人类文明的栖息之所，也
是他的“乌托邦”。在画中，人与各种动物各得其
所，相安共生，隐喻着对生命的尊崇、对和平的向
往。作者不仅擅长对自然景观山水的书写，更深
刻揭示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愈
显突出，战争破坏、种族冲突、生态失衡等成为世
界性顽疾。自然的博大与作者的人文情怀相应
和，让我们看到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也稀释
了现代都市过于喧嚣的那份沉重。何家林在语言
图式上兼收并蓄，创造新的个性符号，也探索着
新的领域和空间，体现出融通万物的包容格局。

埃利希，唱着《老男孩》长大

一个外国人，会给万里之外的济南观众带来
什么？当我走进《教室》的瞬间，突然冒出了这个
念头。

2020年，阿根廷艺术家雷安德罗·埃利希在
那一届济南国际双年展中，凭借《超然楼》的飞檐
走壁吸粉无数。他擅长通过视错觉艺术的形式，
在看见与相信之间创造出真实与虚幻叠合的情
境，让观众在参与体验和分享中持续引发有关视
觉、参与、空间、边界的思考和讨论。

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间普通教室，黑
板上写着杜甫的《望岳》，墙上挂着当年的济南地
图，作品呈现出一个探索性的空间，身处其中的
观众可深入艺术家丰沛的想象空间之中，完成一场
自我探索与诠释。当我坐在凳子上，看着自己在对
面教室里的投影，瞬间回到三四十年前的少年岁
月，是回忆还是梦境？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在恍惚
中回味悠长又怅然若失：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
不回来，那时陪伴我的人啊，你们如今在何方。埃利
希，你是唱着《老男孩》长大的吗？

机械臂维纳斯的出圈，被戏称“科技与狠活
儿”。田晓磊的《神话》以科技感、未来感表达创
意，人机交互、器官异化、乱码文字……他们是下
个时代人机结合的标志，表达了艺术家对于未来
人类进化的幻想，脑洞有多大，《神话》就有多圈
粉。在数字技术和网络科技加速发展下的“共
生”，也包含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共生、数字
科技与艺术创意的共生、数字创意与现实生活的
共生关系。数字技术打破空间和时间的界限，使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视野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维度。

神柱绽放！无数纷飞的“玫瑰花瓣”与“蝴蝶”
“点燃”了空间，这一活色生香的浪漫场景令很多
观众印象深刻。古原的作品《花彩艺术 神柱：绽
放》，神柱，来源于古老的图腾柱，也是宇宙树、生
命树的象征，激荡着古老的原始图腾观念。传说
中“神柱”是可以跟天地对话的精神境界，也体现
着对于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古原一直进行中国传
统的、民族的符号性语言研究和探索，他从历史
的深处钩沉出充满民族情怀的艺术想象，以传统
文化符号作为元音，通过不断解构和重构形成一
种新的语言体系和力量，重新谱写华夏文明的神
秘回响。

艺术家李洪波用纸媒雕塑创作成《童话世
界》，由彩色纸张粘贴、切割后组合成为一个庞大
的世界地图装置。经过堆叠排布，借助空间中的
镜面反射，最终展现在观者面前的是一片五彩缤
纷的童话世界……

野性的冲动与绚彩

很多观众对顾黎明笔下的“门神”颇为熟悉，
他借用悠久的文化符号“门神”，来叩响中国油画
之门。作为一名山东走出去的艺术家，顾黎明此

次以济南人熟悉的隋代古迹四门塔为题材，绘制
了抽象作品《四门塔》二联。作者借“四门塔”东、
西、南、北四个方位朝向，从建筑的方圆构造元素
中凝练出抽象视觉语言。作品尝试从历史的时空
精神方位，探索在当下扁平的图像信息化时代，
人类内在灵韵的缺失。通过融合传统造像、方圆
结构及石材质感等元素，利用宣纸的拓印与拼贴
转换，力图借助传统与现代，具象与抽象来“触
摸”不同的感觉。

意大利艺术家玛尔塔·斯帕格诺利的《狂野》
潇洒而惊艳，作者以她惯有的风格创作了带有奇
幻色彩、节奏感强烈、线条流畅的人物形象。作品
主体由两个骑在马背上的原始人组成，背景散布
的不同色块交织着朦胧与混沌，像一曲充满活力
且激情四射的绘画交响乐。艺术家运用分层画
法，绘画的原料及画布的留白极富韵律感地点缀
其间，将背景的边界和形态描绘得淋漓尽致。

青年画家彭斯以油画创作为主，同时因为醉
心于东方文化传统，所以在潜意识中体现出中国
绘画的审美特质。他把西方文艺复兴的绘画艺术
与中国传统的精髓引入作品，可谓相得益彰。彭
斯参展的作品是《匿名的肖像·彩色的肖像之
(二、三、四、五)》，这些人物肖像笔法细腻又富有
浪漫主义色彩，一个个极具张力的人物表情，或
坚定或游移，作者用单纯强烈的色调和节奏多变
的线条，传神地架构出富有感染力的心理空间。

捷克艺术家吉里·多库皮尔以肥皂泡画而著
名。他自小喜欢印象派，少年时期是达利、毕加索的
拥趸，青年时期研究装置和行为艺术。他的作品尝
试了各种非传统方法和材料，用颜料和碱液肥皂的
混合物，在织物表面创造出半透明的肥皂泡画《无
题》，整件作品明艳而梦幻，像一只只空灵的桃花水
母，在湛蓝的水中游荡绽放，不同性质的颜料通过
充满张力的笔触，晕染出空灵之韵。

个体哲思融入社会与传统

传统与现代的共生、东西方艺术的交融、创
作观念的转变，催生出更为丰富的美学变奏，它
具有穿越时空的感染力，也包含着源远流长的民
族精神密码。

著名画家范迪安把中国美术的写意精神与
西方油画笔触光影融合在一起，展现了具有东方
文化属性的风格。他此次参展的巨制《奔流不
息》，融合自己对历史的观照与感悟，用奔放的色
彩、酣畅的笔墨和炙热的情感，描绘黄河雄浑壮
美、奔流不息的景象，建构史诗般的黄河叙事，弘
扬自强不息、激昂奋进的黄河精神。

同样对黄河饱含深情的油画家王克举，多年前
曾心怀对母亲河的景仰和敬畏，从黄河源头到入海
口一路朝圣，用画笔和色彩描绘大河上下。此次王
克举参展的作品《黄河岸边的棉棉细语》，展现了秋
天的华北平原，大片的棉田像朵朵白云飘洒在大地
上，花朵间不时有蜻蜓飞舞、秋虫欢歌。作者通过描
绘黄河所孕育土地上的丰收花朵为黄河歌唱，表现
了感恩黄河、感恩大地的深情。

画家莫晓松的作品细腻、庄严而带有诗性。
此次他推出了《古罗马启示——— 思逸神超》《古罗
马启示——— 心境双忘》《陶瓶的启示——— 佳丽在
席》等力作。莫晓松的作品用异域形象开启梦幻
想象，神秘的清雅气息让作品充满东方美学的沉
思，以个人的独特视角触及了东西方文化共通的
价值认同。

《覆天载地四方八极六合九州大道不孤天下
大同系列之三》是卢禹舜的力作，他曾探索出独
具个人鲜明特色的“禹舜山水”风格体系。作为中
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几千年来，“道”的理念和对
它的追寻，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与基
因，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的
一部分。辽阔苍茫的太空，深郁沉冥的大地，繁密
重叠的物象……卢禹舜用探索性的抽象语言符
号和图式，尝试表达对神秘的宇宙洪荒，对那恍
兮惚兮、寂兮寥兮的天道哲学的探究和追问；将
个体哲思融入社会与传统，以“大我”观照世界，
进而表达出对沉雄博大的天地精神、宇宙精神、
天人合一的哲思。

天地大美，生生不息！

“这个展览放眼整个艺术界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了！”备受瞩目的“共生世界——— 2022济南国际双年展”自1月7日开展
以来，热度不减、持续爆款出圈，已有超过30万人前来感受艺术盛宴，展览以齐鲁大地深厚的人文传承为支点，跨越时空的
界限，建构起人与自然、现实与虚拟、当代与传统等多个维度，展示了一个兼容并蓄、相互融通的共生世界。近日，记记者随着
熙熙攘攘的人流来到山东美术馆的展览现场，感受双年展多元的审美与独特的艺术价值。

共生世界：天地大美，万物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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