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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晓静：通感与灵光

现场  |  REVIEW

嘉善在文化上具有千百年优秀传承。嘉善艺术峰会作为一个起

点，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艺术活动，激活文化传统，点亮艺术生

活，将为全国县域发展树立起一个文化标杆，以艺术赋能地产，

使新西塘越里从景点带动地区的全域旅游产业，进而发展成为

国际文化地标。作为活动的主办方，华夏幸福产业新城集团商

业事业部总经理吴艳芬女士表示 ：“不管是从最初的建设理念还

是对未来的前景规划，新西塘越里不希望将文化做成一个噱头，

文化是社会未来发展的营养。”

就具体展览而言，秉承“艺术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策

展人王亦飞提出 ：“艺术在今天不再仅仅是一个生活的装饰物，

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文化理念都是艺术参与社会生活的

一种方式。”“T20+ 嘉善艺术峰会—中国当代艺术名家邀请展”

参展的三十余位艺术家均来自中国重点美术院校，作品涵盖雕

塑、油画、中国画以及动画作品，首次集中展现活跃在全国各

大美术院校的一线艺术教育工作者的艺术创作风貌。

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的创作以具象的形式和古今元素

的对照介入对当代文化的探讨，2016 年末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

大型个展受到极大关注。此次展出的《道》展现骑士正在支配

一个行走中的兽的形象，手拿缰绳，以此来控制权力。一方面

艺术家继续反思权力的宰制与身体的关系，现在只是更为具有

行动力，走向外部 ；但另一方面，这也是艺术家在求道与索道，

如同这个作品的名字所暗示的，在艺术的生命之道与权力的主

宰之道，二者之间进行较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申红飙的作品《大

牛市》则直接用“牛”的形象回应现代社会对富足生活的积极

的诉求。他的作品在北京南站、798 艺术区等重要场所机构陈

列展示并被收藏，是当代艺术创作中脍炙人口的作品。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雕塑系党支部书记李鹤的作品《肉身·风脊》则运

用数字化手段呈现动态的抽象形式，现代技术在艺术创作中的

应用成为艺术发展值得关注的现象。天津美术学院院长邓国源

的《在花园》则用中国画的材料在抽象形式上进行探索，叠加

的笔墨表现茂密的“花园”，在材料、形式感之间揣摩对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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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生活”的话题展开，邀请了来自学院、美术馆、媒体、学术

批评领域的十位重要嘉宾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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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化”的讨论为嘉善新西塘越里提供了新发展的可能。新

技术无疑在快速推动着社会的发展，VR、AR 等新技术在艺术

领域的应用已经日益成为显学。科学技术发展领先的长三角地

区在“人工智能与艺术的未来”话题上有着先天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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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文化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一个县能够举办这样一个当

代艺术展览和高层次的论坛，在嘉善的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对于嘉善当地民众的精神文明生活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旅加的华人女艺术家闫晓静在苏州博物馆带来了她国内的第

一个个展：“祥瑞”。此次展览由苏州博物馆主办，加拿大艺术协会、

安大略省艺术协会赞助，它既是一个艺术家的精神还乡，也是一

个有着悠久传统的城市及其文化地标对于当代艺术的又一次张开

怀抱。

闫晓静是现居多伦多的职业艺术家，以表现自然与文化交集

的复杂雕塑装置艺术而出名。她的作品往往倾向于用源于自然的轻

巧之物，用强调手工性，仿佛带有体温的方式去完成制作。甚至于

在放置于户外的公共作品中，闫晓静也会尝试运用天然的、有时

是易损的材料，让自然环境与时间剥蚀也参与到作品的完成中去。

而此次苏州博物馆针对其创作的特性，也特意没有将她的展览安排

在贝聿铭设计的，内部极具现代感的展厅，而是选择了现代建筑与

忠王府相连接处的古建筑楠木厅及其通廊作为展场，让观众能够

在古代与现代的空间转换过程中，穿越一组自然之物的人造景观，

感受一次传统意蕴的当代转化。而闫晓静，也特意在展厅间的天

井里露天陈列了一件装置作品《灵芝女孩》，让生长着的灵芝与春

雨共生，于乡土同朽。

在闫晓静的装置作品中，对于材料的选择具有鲜明的特征。

在他的一系列作品里往往会选择自然界中也存在的生物材料作为

创作素材，比如松针、灵芝、蝉蜕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

往往在东方的文化体系当中都具有一些象征意义，比如灵芝、珍珠、

松针，都具有某些灵性的色彩。而这些材料在西方人的观念体系中

却更多只是一种自然的造物，他们不具有太多文化上的象征意义。

更有趣的是，这些具有东方象征性的自然之物，又是在艺术家居住、

生活的加拿大广袤的自然世界中原本存在的造物，于是，文化基因

与肉身经验就在这些物件中相与为一，成为艺术家钟情的不二之

选。也正因为这样，对于同一件作品来自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观

看者往往会导出不一样的解读。而此时闫晓静的作品便提供了至少

两种观看方法 ：其一即是从这两种不同的解读出发，考察不同文化

在交流过程中所遭遇和产生的误读 ；其二是去考察这两种不同解读

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即展现不同文化间相通约的普适部分。

无论是强调前者抑或是搜寻后者，都是处于跨文化语境中的海外

华人艺术家所曾经使用过的典型方法。闫晓静则用一种轻巧同时

又不乏智慧的方法，把这两个角度有机地融合起来。 

闫晓静创作中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则是装置作品中时间元素的

加入，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即是她对于灵芝的运用。闫晓静往往会根

据意图需要设计一些女孩或者其他人性的模子，并用适合培养灵

芝的材料比如木屑去填充它制成胚胎，进而把自己在培养皿中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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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灵芝菌丝植入到这些模子中去，于是根据造型的不同，灵芝

会在不同的部位随机地生长，这时的灵芝会根据展览时间的长短、

环境温度、湿度、空气的差异而呈现出不一样的生长状态，用来预

示一种不可控的无常的生命状态，时间也就成了完成作品的动态元

素。而在另一件作品《蝉之歌》中，闫晓静则使用了传统中药里的

一味药材——蝉蜕作为她创作的主要视觉元素。我们知道蝉在地下

是虫和蛹的状态，当它钻出土壤化为蝶之后，其遗留的躯壳便是

蝉蜕，因此蝉蜕具有一种向死而生的象征意义。闫晓静将这些蝉

蜕收集起来染成金色，用极细的半透明状的渔线把它们悬挂起来，

几十枚上百枚蝉蜕组成一级台阶，几千上万枚蝉蜕组成的数十级台

阶便组成了一组“天梯”。在这件作品里，艺术家以静置的方式来

展示时间的存在，暗示着一种生与死，跨越生命长度的历程和体验。

而灵芝的不断生长与蝉蜕的凝结死亡，从动与静的两个层面展现

了时间这一因素在闫晓静作品中的特殊价值。运用时间、展示时间，

不仅延展了闫晓静作品的阐释维度，也使得其作品的“如此呈现”

具有了某种必要性，从而可以减弱一些仔细阅读其作品的深究者

对于其中弥漫的唯美趣味的某种质疑。

最后，关于这个展览的名称“祥瑞”，其出现可能基于两方面

的原因。首先是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中所存在的一系列视觉元素，比

如松针、蝉蜕、灵芝，尤其是后者往往会给人一种与道家文化相

关联的联想，而在道家语境中，吉祥美好的征兆便是“祥瑞”；其

次，更大的可能在于，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付晓东女士个人的学术

趣味与宗教偏好，以及由其所带来的对于闫晓静作品的倾向性解

读。这种解读也许可以有效地构建起闫晓静作品阐释的一个维度，

但是却不能涵盖她所试图表现的跨越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中间立场

与试图构建的不同语意穿插的开放解读。事实上，“祥瑞”这个展

览名称，让人不由得想起了今年上海双年展新确定的主题 ：禹步。

只不过如果说“禹步”更多还只是从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出

发，不是纠结于其道教的文化本源，而是通过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

表现行为去暗示当代艺术的行为策略，进而寻找一个名词之外的

关联性和开放性的话，那么这里的“祥瑞”，则无疑是把一个开放

性的概念重新扯回了传统概念，甚至于宗教阐释的泥沼中了。当然，

“祥瑞”的本尊，大多出自历史上不同政权为了制造执政合法性的

人为炮制，因此从文化批判的角度上讲，我们倒不妨将那些符号化、

机械化、策略性地在西方语境中展示“东方性”的艺术作品称为“祥

瑞”，但是如此，艺术家闫晓静怕更是敬谢不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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