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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地球：面对气候危机的艺术宣言
从高原到大海：
丁乙在这一年朝向精神性的艺术之旅
感知审美、历史体制、星球性的未来主义
来自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现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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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尼丝·迪尼斯在1982年的作品《麦田—对抗》中

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的《剩下什么？》（What’s Left?, 2021）在“无用的身体？”展览现场，Prada基金会米兰会址，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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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原到大海：
丁乙在这一年朝向精神性的艺术之旅

今年夏季，丁乙个展“十方：丁乙在西藏”与““流动的无限”分别在位于拉萨的吉本岗艺术中心、喜德林空间与位于青岛的西海美术馆开幕，在60岁
这一年，艺术家在创作上依然保持着密集的产出与高强度的精神及体力投入，并将足迹踏入到更多未曾尝试的领域

“抵达珠峰大本营的激动打败了缺氧以及其

他不适。夜幕降临，最大的感受就是寂静，所

有都变得次要了。脚步都是轻盈的，已经分不清

真实和自我判断的边界。不知身处何处，是珠

峰脚下，还是在宇宙里。所有的暗都衬托了珠

峰的白——不是阳光下的白，而是有结构的白，

无限层次的白。”丁乙在回忆自己一年前的西藏

之旅时这样说道。

6月25日，丁乙的首次西藏个展 “十方：丁

乙在西藏”在位于拉萨的吉本岗艺术中心与喜德

林空间开幕，两处相距不到五百米的双展馆分

别呈现了其于2021年冬季应醍醐艺术之邀赴藏

考察后的西藏主题创作，及其自1988年的《十

示 -I 》开始，包括 “平视”、“俯视”、“仰视”三

个阶段在内的共27幅回顾性作品，为其全新的

西藏系列提供注解。

时空坐标来到一个月后的临海城市青岛。8

月12日，在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唐岛湾南岸的综

合艺术社区西海艺术湾内，于去年成立的西海

美术馆在一周年之际迎来其第一个艺术家个案

研究项目——丁乙个展 “流动的无限”。伴随对

艺术家过往创作历程的全面梳理，展览同样展

出了丁乙为本次展览特别创作、以 “海”为灵感

的绘画及互动影像。

“在经过平视 - 俯视 - 仰视三个视角的阶

段之后，我想下一个阶段可能会是内视——艺

术家最后都将以追求精神性来收场。年轻的时

候，有限的经历、事业的局限或许会使人没有

办法很好地去挖掘这个主题，因此精神性是时

间积累的过程，它在于创作的可体验部分的壮

大。我以后的时间可能都将往这个领域里去寻

找，而现在只是在门口张望。”丁乙在接受《艺

术新闻 /中文版》的采访时说。

1962年生于上海的丁乙在60岁这一年，在

创作上依然保持着密集的产出与高强度的精神及

体力投入，并将足迹伴随自己的好奇心步入更多

领域，“艺术家的状态是从工作中来的，如果把

这种状态、强度变成了习惯，就能够保持住了。

我自己坚信这需要的是某种自我的意志。”

从“一条完全理性的道路”

到精神性的求索

“这次以西藏为主题的创作主要有两条线

索：自然与宗教。自然的部分，给我心理上带

来最大感触的是夜间的珠峰。宗教文化的部分，

我主要是研究壁画，希望能和壁画形成对话。”

丁乙说。

吉本岗艺术中心是拉萨现存唯一的立体坛

城式古建筑。坛城在梵文中译为 “曼陀罗”，藏

语称作 “金廓”，是诸佛菩萨的宫殿，象征宇宙

世界结构的本源。原建筑吉崩岗拉康在建筑形

态上严格依照坛城理念对称布局，展示着西藏

传统中对神圣空间的理解。在吉本岗艺术中心

一层近千平米的三层 “回”字形殿堂里，丁乙两

幅以坛城为起点的创作及其他以此次西藏之行

为启示的作品以百年前的壁画为背景，展开了以

抽象形式传达艺术之精神性的探索。

在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历史中，从未间断

过以西藏为主题的绘画实践。这一方面起源于

建国初期文艺界对 “民族形式” 的讨论，另一方

面则体现在自70年代中后期萌芽的 “乡土写实”

绘画中所强调的对于平凡人物的生命表达。

1980年是陈丹青赴藏创作的《西藏组画》

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创作中引起轰动的一

艺术家丁乙与作品《十示 2022-16》（2022），摄于西海美术馆，摄影：晁启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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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也由此使西藏成为更多青年创作者理想中

的目的地。80年代末，丁乙经一个月辗转首次

来到西藏，抵达定日。“这次的感触很多，但始

终没有办法动笔。”丁乙在回忆这段旅程时说。

80年代正是丁乙酝酿 “十示”的起点：“ ‘十

示’是让绘画更加抽象，没有任何引申义在里

面……没有技术，没有笔触，看不到任何绘画

技巧。”丁乙如此自述 “十示”的开端。这种完全

除去个人经验、试图做到全然理性的创作方法

正是作为艺术家对于彼时过于高涨的人文热情

的反面出现的。此时的丁乙正在上海大学美术

学院中国画系上三年级，他说 ：“我就想要走一

条理性的道路。”

尽管在此后的三十余年中，丁乙真正做到了

始终如一的以脱胎于工业印刷标尺符号的 “十”

字及变体 “× ”进行创作，但这一作为最基本单

元反复出现的图示事实上仅仅如同点、线、面

作为绘画者最为基本的构图元素一般，在丁乙

的艺术实践中发展出不断扩充的丰富内涵：从

“平视”阶段对于随机取色以及通过工具取消手

工痕迹的最为严格的要求，至 “俯视”阶段有感

于迅速变化的城市景观而在画面中逐渐浮现的

霓虹光晕，再至 “仰视”阶段画面意向的进一步

主观化—— “2010年过后，我把着眼点放到了

关于时空和人类历史的 ‘天空星辰’上，也是试

图在怀疑和反思种种都市化矛盾、现实的自由

的、合理的与不合理的现象之中寻找纵向延伸

和 ‘仰视未来’的可能。近几年我相对更主观但

依然保持理性地去理解精神层面的光，这种探

索是非常主观的，但也是能够激动人心、震撼

人心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绘画本身是勇

气的挑战，是将能量赋予画面的过程。”

这样一种日益主观化的过程并不与丁乙最

初对于纯粹抽象的理性形式的坚守相悖，在卢

迎华为丁乙于2020年在重庆龙美术馆个展 “十

字体”所做的策展文章里，其将丁乙的创作方法

与同时期开始出现的早期观念性实践进行比照，

这样写道：

“这些观念性创作的尝试，以看似理性、客

观的规定让创作在规则里开展，从而限定艺术

家的主观意志，并坚持对这样的客观和理性进

行一种实在（literal ）的解读，而非投射过多的

意义。丁乙的创作中具有这样的观念性起点，

这决定了其创作实践是自我批评性的……这种

自省式的创作方式本身就孕育着不断自我发明

的内在动力。正因为如此，尽管起步于追求艺

术本体和强调去意义、纯化艺术的思潮之中，丁

乙的创作将在漫长的探索中，与当时的艺术形

式探索、抽象绘画实践，以及强调无意义的、

繁复的劳作等创作实践逐渐分道扬镳。”

在西藏之行中抵达“十方”宇宙

佛语中，“十方”意指罗盘的八个基点以及天

顶点与地低点，象征着佛陀在所有的空间、时

间与经验中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本质。在展

览 “十方：丁乙在西藏”中，十示与十方在意象

概念中相交织，丁乙创作中所特有的结构、规

则与意志力被糅合在其关于西藏的总体经验里，

策展人旦增 · 阿旺江村说，这些画作 “交代了

天空和大地之间的秘密”。

延续一直以来持续尝试不同材料以摆脱绘

画惯性的实验，在其一系列全新的实践中，丁

乙开始使用当地的矿物颜料进行创作——当根

植于西藏本地绘画传统的颜料被带入新的创作

方法，画面开始不得不依赖新的 “添加剂”的辅

佐以达到某种调和：定画胶被频繁地喷涂于每

一次小心着色之后，如此一层层地累计叠加使

原本隶属于二维平面的绘画形成一种毛玻璃的

粗糙之感，画面随时间累计的丰富层次不再呈

现出超二维平面的视错觉，而似乎被附着了一层

温暖的绒面触感。这与丁乙此前使用荧光色丙

烯颜料作画所产生的冷静与克制之感截然不同，

但也令人联想到其更早期使用瓦楞纸板作为异

质材料的尝试。

在疫情暴发后一次接受《艺术新闻 /中文版》

的采访中，丁乙说：“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可能

过于乐观了，艺术创作好像全民的狂欢。但是在

这个全球性事件之后，我们可能需要更多深入内

心的交流，艺术作品是需要有情感的，它可以与

人产生一种非常直接的连接和共鸣。”而在今年上

海突如其来的全面封控中，创作更加成为丁乙排

遣及舒缓自身情绪的通道：先是以唾手可得的速

写材料记录每日的所思所感，再到联系运输公司

的好友将自己带往工作室，全身心地为自己即将

在西海美术馆展出的作品进行准备。

在本次吉本岗艺术中心回字形结构的正中

央，呈现了丁乙以坛城结构为启发所做的《十⽰

2022- 8》：“去年西藏之行，在参观完吉本岗的

整个建筑后，最大的感受便是建筑最中心的这

么一个点，因此我也希望以此为主题的作品能

放在这个中心上。原计划作品应该是平放在地

上来呈现，刚好对应十方和坛城的概念，但最

终由于作品尺寸与场地的偏差，最终还是只能以

“面向自然、天空和宇宙的创作折射了自我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如何正视不同地区的文明，而不仅仅是对标我们所熟悉的欧美

‘新文明’，在西藏、青岛的创作中，我面对的是一个转型的新的阶段。”

“十方：丁乙在西藏”展览现场，吉本岗艺术中心，2022年

“十方：丁乙在西藏”展览现场，喜德林空间，2022年 “十方：丁乙在西藏”展览现场，吉本岗艺术中心，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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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来展示。”偶然的误差披露了精神与意志的

恒常矛盾，而在西藏传统的习俗中，尽善尽美的

坛城沙画最终也将在被高度投入时间与精力后

倒入河流成为泡影，显示着生命中的种种幻觉。

无论是颜色系统还是整体结构，坛城自有

其一套完整的规范标准。这使丁乙在本次展览

中两幅完全以坛城结构为范式的画作呈现出其

历来创作中十分少有的、四平八稳的对角线构

图。进一步反映主观空间的画面呈现出结构上

愈发严谨地控制感，无意透露着人类意识在自

由及秩序之间无法避免地对撞。

近看丁乙作品中作为基本单元的十字符，其

中相异的笔触与手感透露了作品长时间的创作过

程，并最终以最小单位凝聚的整体上的协调达

成一个爆发力的总和。在三十余年对于 “十示”

的探索与实践中，丁乙屡次由于视觉与身体无法

承受如此细密繁复的创作过程而不得不转变工

作方法，而如此孜孜不倦 “苦修”式地求索恰与

唐卡的绘制过程相似，都是对始终坚持如一的

信仰的体现。

攀越珠峰

结构，与“无止尽的白”

“登上珠峰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山，山

顶有一个很长的平台，走的时候天渐渐暗下来，

有一点不知道身在何处的感觉。在5200米的高

海拔下，人是没办法走快的，但我感到我的脚

步很轻，像是踩在空中。在这么高的位置看珠

峰，尽管它的表面全部被白雪覆盖，但你可以

清晰地看见和感受到它的结构。当夜晚周围的

一切都暗下来，只有珠峰是亮的，它的结构让

你感觉它在周围的所有山峰中不可替代的’老大’

地位。”

珠峰无限层次的白、异样的山峰结构使丁

乙在回到城市后依然持续反复地对这种感觉进

行记录：“那种状态会不断地回溯，那一刻是

感人至深的，在你的图像记忆里久久存在。”

夜空中的珠峰成为此次展览中不断被重复的意

象——成为横贯夜空的白光、锚定宇宙的星河、

无限延伸永无止境的海浪。

这种身在其中，却对总体更加掌握的经验

显然与丁乙的创作过程极为相似。对结构的兴

趣很自然地延续在丁乙对自然更加具象地探索

里，尽管丁乙反复强调自己对偶然与随机性的重

视，但结构对其产生的吸引力已经如同身体本

能般下渗在他观看世界万物的方法中，如同整

齐划一排开的十字符一般，是其一切动作最基

本的框架和基础。

在吉本岗的天台上，印着白色十字符的天幕

几乎与背景中的天空融为一体，而在喜德林的

中堂里，丁乙完成于疫情暴发后的两件大尺幅

创作中的十字星光与由天窗摄入的强烈日光似乎

在表达着同样的事情。在全新的创作与展示环

境中，它们如同一个完全被在地的自然及其背后

更大的主体所 “接纳”的新生儿。

“200年前的艺术是完全依附于宗教的，今

天的艺术……照理说可以更加独立了，但我们这

个时代又有我们时代的问题”，丁乙返沪后接受

访谈时说，“这样的一个背景里，艺术家坚信什

么变得更加重要。能否抵抗这些趋同，预示某

种未来的可能性，变得更加重要。”

海洋的、流动的、感性的

在地性的探索，“不惧惩罚地去画”

“我每次去青岛，都会去青岛天主教堂遛一

圈，这是一个当地非常著名的建筑，也没有什么

目的。80年代我考进上海工艺美校，那一年我

父亲去青岛出差，一同把我带去，当时我带着油

画的材料在这里写生。后来我在工艺美校做老

师，带着学生去青岛写生，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画

抽象了，用彩色铅笔，也画了一张教堂的画像。

每次来这里的心理，就像是再见一次老朋友。”

而在近年受西海美术馆之邀两次重访这座

城市的过程中，与对往昔经历以及在西藏之旅

中对宗教所传达的人文精神的关注相异，丁乙

选择将目光投向了更加接近、触手可得但同样

神秘的自然之物——大海。

“近些年一直有一种想法，就是希望让自己

不惧惩罚，能够很自由的去选择要画什么。30

多年一直是纯粹的抽象，到了荧光色时期其实

已经开始夹杂着对于现实的判断。近些年我希

望不要给自己设置太明显的限制，也没有像早

期的创作那样对于理性和感性有更加严格地区

分，而是去打开所有表达的语言构成的可能性，

使它不再是抽象原教旨主义似的封闭状态，而

是其他更多的东西可以进来。我想，经过这样

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探索，可能会有新的可能出

现。”

“西海美术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位于美

术馆三层尽头的7号厅。从展厅的四个窗户远眺

出去，就能看到唐岛湾的海平面与远景中的建

筑。7号厅展出的创作，主题就是星辰和大海，

其中两幅较大尺幅的作品，一张是黑夜中的天

空和大海，一张是晚霞照耀下的大海，记录的

是太阳落下的一瞬间，海洋进入到黑夜的时刻。

同时，这四扇窗户本身的造型也给我带来了灵

感。窗户的厚度大概在80厘米左右，有切角，

因此我为这次展览创作的作品，画面的外框同

样呈现出这样的角度。”

西海美术馆由让 · 努维尔设计，四扇大小

各异的开窗长宽比例来自中国传统山水画卷的

尺幅，斜切角的外框设计使美术馆内部环境投

射在窗沿的光影与窗外自然景色形成虚与实的

对比，也使画框和内容同时成为问题。在这里，

丁乙对于结构的兴趣再次成为本次展览的点睛

之处。为本次展览特别创作、长宽大小不一的

画作与建筑原本的外窗高低错落，悬置、镶嵌

在一条颇富韵律的、动态的直线之中。人的意

念对自然之物的反映与现实中实际的自然相互对

照，抽象与具象的表现形式分明截然不同，却

也在一刹那释出以假乱真之力。

“面向自然、天空和宇宙的创作折射了自我

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如何正视不同地区的文明，

而不仅仅是对标我们所熟悉的欧美 ‘新文明’，

在西藏、青岛的创作中，我面对的是一个转型

的新的阶段。这其中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和选择，

它们或许不一定是对的。在地性往往会带来新

的问题，对艺术自身要表达的核心——比如说

精神性——产生冲撞。因此这个展览也是尝试

的一部分。”

在丁乙看来，在地性的探索使画面难以避

免地呈现出更加具象化的特征，这种形象上的

局限与其追求的无限的意向相悖。而策展人张

子康将这种 “无限的流动性”追溯至丁乙的画面

从细微的局部生成与变化至一件完整作品的过

程：“格子与符号在画面弥散开来， 因为弥散具

有流动性，假如画布没有限制，丁乙的作品可

以无限延展开来。”因此，“艺术家的精神相对

于物质化的作品更具有流动和弥散的无限可能， 

精神性的内核一旦形成，艺术家的创作宛如自

在之物。 ”

艺术家的状态：当工作成为习惯

吉本岗艺术中心与西海美术馆均开幕于

西海美术馆全景©️ 西海美术馆

“流动的无限”展览现场，西海美术馆，2022年 ，摄影：王闻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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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十方：丁乙在西藏”原定于今年更早

的时候开幕，但由于疫情两次延期，却最终与

西海美术馆的丁乙个展 “流动的无限”在夏季同

期推出，在巧合中形成了一场从西至东，从高原

到海平面的对话。

“实际上我觉得都是偶然，但是这种偶然中

也有凑巧。一方面是我对这些地区本身长期以

来的期待和兴趣，一方面是来自不同地点的空间

给了我这样的呈现机会。” 丁乙说。近年日益呈

现去中心化特征的艺术空间分布，正在以更加

强烈的引力推动着艺术家们离开作为舒适区的、

传统意义上的 “艺术中心地带”，并在这种全

新生成的关系中制造更具活力的实践。或许这

并不是出自机构与艺术家双方的本意及有意识，

但这种来自不同领域的重叠与弥合的确为生发

创造了机会。

从繁华都市的霓虹到广袤宇宙、夜间珠峰、

日暮海浪，“十示”的确是可以包罗万象的。而与

其旧作相比，处于俯仰之间的 “十方”与 “流动

中的无限”：俯视的人类历史中对精神性的苦苦

追寻，仰视的天空与沉默的自然……其中的密密

疏疏，林林总总，总归具体的人文痕迹与个人

情绪要多了些，相比过往的广袤银河，丁乙在此

处所描绘的自然与遗迹，似乎总有一个 “人”作

为观看者在场。

为西海美术馆展览完成的最大尺幅作品《十

示2022-16》完成于丁乙在上海封控的第二个

月。“450个小时，从5月1号到5月31号。”这种

无法因任何理由停摆的高强度工作已经成为丁

乙的常态：“艺术家的状态就是从工作中来的，

如果它作为习惯，就能够一直保持住。我坚信

艺术家自身的这种体能和创作的状态，需要的

是某种自我的意志。”

今年60岁的丁乙在创作上依然保持着密集

的产出与高强度的体能投入，并将足迹伴随自

己的好奇心步入更多的领域，“近些年我注重

更加广泛地去扩大自己的视野，在做展览时，

重要的不光是别人看到了什么，还在于我自己

获得了什么。”与早年不断在题材、工具、方法

上设置人为的限制相比，丁乙现在更加愿意大

胆地去涉猎未尝试的领域与自由的变换。采访、

撰文／胡炘融

“十示：无限的演进”进入元宇宙
  Meta ZiWU将启动丁乙版画拍卖专场

8月12日，由超媒体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媒体）旗

下元宇宙誌屋（Meta ZiWU ）主办的 “十示：无限的演进 -丁

乙版画元宇宙誌屋拍卖专场”将呈现6件来自中国当代抽象艺

术代表人物丁乙的版画作品。其中包括两件根据艺术家2022

年新作《十示2022-12》、《十示2022-13》所制作的数码综

合手工套色丝网版画。拍卖将在百度希壤元宇宙誌屋5层举

行，预展时间为8月12日至13日，拍卖时间为8月13日至17日

16:00止。

丁乙出生于上海，艺术家自身所处的海派江南文化语境给

予了他中西文化底蕴及多元性思辨。受皮特 · 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 ）和荷兰风格派运动的影响，丁乙印证了自己对形

式纯粹性的追求，他从传统艺术中另辟蹊径，开创了 “十”字

以及变体的 “X ”所形成的一套独特的创作语言体系。精细的

结构蕴含了色韵光影的变化，看似系统性的重复则是他探索

超越现实的力证。同时从本次专场展示的版画作品可以窥见丁

乙作品中所具有的演进性，《十示 2008》来自丁乙荧光色时期作

品图案，画面显现数码感和像素感，整体呈 X 形的对角线发散，

后成为丁乙作品中一种典型的构图及表达方式。《十示 2018 -

C1》、《十示 2018 -C2》是在艺术家手绘原稿基础上所作的原创

石板作品，在黑白两种不同底色的映衬下展开色彩演变。2019

年作品《黑白木刻版画》则是在一件木板绘画用丝网版画所做的

重新演绎，画面的渐层和线条的流动见证了丁乙正逐步将形式转

换为内容的一部分。

丁乙的 “十示” 系列也是年度艺术市场的焦点。中贸圣佳

2022年春拍现当代版块中，丁乙 “十示”最早的系列作品之一

《十示1989 -5》以2500万的价格落槌，加佣金成交价达2875

万元，创造了丁乙个人作品成交价的最高纪录，也见证了丁乙的

“十示”系列的高光时刻。

此外，拍卖展厅将同步上线誌屋出品的人物访谈节目《誌屋

饭局 Vol.2》先导片，超媒体创始人邵忠先生与艺术家丁乙将在叹

享美肴的过程中，对话、碰撞、解析当下社会文化现象与艺

术生态。同时，在元宇宙誌屋大厅将展出丁乙关于流动时间

的思考的最新数字艺术《天上海下》，是为此作品的元宇宙世

界首展。

关于艺术家：
丁乙是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十”字以及

变体的 “X ”是他主要的视觉符号。其作品在全球不同机构广

泛展出，包括伦敦大英博物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古根

海姆博物馆（纽约 /毕尔巴鄂）、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等。近

期在国内外多家机构举办个展，包括龙美术馆（上海 /重庆）、

RGR画廊（墨西哥城）、香格纳画廊（上海 /北京 /新加坡）、

卡斯腾 · 格雷夫画廊（科隆 /巴黎 /圣莫里茨）、广东美术馆、

泰勒画廊（伦敦 /纽约）、西安美术馆、湖北美术馆、拉萨吉

本岗艺术中心、青岛西海美术馆等。

丁乙，《十⽰ 2021-27》，椴木板上丙烯木刻，120x120cm， 2021年 ©️ 丁乙

丁乙，《十示 2022-12》，数码丝网综合版画，60x60cm，2022年 丁乙，《十示 2022-13》，数码丝网综合版画，120x120cm，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