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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凭借其极具个人特色的电影装置蜚声国际，在
全球多家美术馆，国际性画廊以及重要艺术机构举行了
超过60场个人展览，受世界各地邀约其作品亦参与了300
余次群展。

杨福东的影像和摄影作品具有明显的多重透视特征，
他的作品探讨着神话、个人记忆和生活体验中身份的结
构和形式，每件作品都是一次戏剧化的生存经历，一次
挑战。

杨福东，电影与影像装置艺术家。1971年生于北京，1995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目前工作生活于
上海。从九十年代末起，杨福东就开始从事影像作品的创作。如今已经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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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 | 简介



杨福东 | 单屏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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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 | 单屏电影（1997-2003）

我并非强迫你
1998

城市之光
2000

后房－嘿，天亮了
2001

盗南
2001

留兰
2003

早期杨福东的单屏电影中对城市人物的刻画，以及抽离式的展现已成为主体；除了上述几部代表作品，最受
人好评的当属《陌生天堂》（见下页）。



2002年，杨福东凭借《陌生天堂》在第11届卡塞尔文献
展上声名鹊起，被世界所认识。

这部用了五年时间编制的“陌生天堂”深刻体现了杨福
东对35mm黑白胶片的迷恋。影片跟着主角情绪的变化，
不断经过杭州这个城市的街道，铁路，公寓楼，西湖，及
郊外等场景。透过影片可以感受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老上海
电影的意犹未尽。更重要的是，他用摄像机，灯光和场景
描绘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轮廓。

陌生天堂
1997 ~ 2002
76 minutes

35毫米黑白电影胶片转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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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 | 单屏电影 | 陌生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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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 | 单屏电影（2003-2011）

蜜
2003

S10 西门子

2003

一年之际（Prada合作项目）
2010 

路客再遇
2004

半马索
2005

这段时期，杨福东在创作《竹林七贤》系列（2003-2007）的同时，还拍摄了多部单屏和多屏作品。随着知名度的
上升，也有一些知名品牌与艺术基金会找他合作，收藏他的作品……（此为其中几部单屏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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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 | 单屏电影 |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共有五部，拍摄从2003年开始至2007年结束。

杨福东尝试着讲述一群不甘于世俗束缚的年轻人的史诗般的故事。片名来自于魏晋时代的民
间故事，一群贤士和诗人为了避世而来到一片竹林，抒发他们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借以披露当
代中国年轻人身上新、旧生活方式不可避免的內在冲突，以及软弱的深陷在妥协中的都市青年
一种自欺欺人的挣扎。他们无视正常的社会行为，不拘礼法、袒胸露肚、肆意狂放。该片的五
个部分描述了七个有教养的、表情迷茫的都市青年男女进入山野，回到城市，去到乡村，远致
海岛，又重回城市的故事。

竹林七贤 之一
单屏35毫米黑白胶片电影

2003
29 minutes 32 seconds

竹林七贤 之二
单屏35毫米黑白胶片电影

2004
46 minutes 15 seconds

竹林七贤 之三
单屏35毫米黑白胶片电影

2006
53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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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 | 单屏电影 |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系列，公认是杨福东电影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竹林七贤 之一》曾参展第5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
双年展，而完整5部则在四年后的第52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上一齐亮相并广受好评。此系列另外还曾参与过20余
个展、群展、电影节并被美术馆和不少知名艺术机构收藏。

拍摄这五部电影的时候，杨福东还创作了大量的摄影作品。

竹林七贤 之五
单屏35毫米黑白胶片电影

2007
91 minutes 41 seconds

竹林七贤之四
单屏35毫米黑白胶片电影

2007
70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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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将 2011
19 minutes 21 seconds

35毫米黑白电影胶片转高清，5.1声道，配乐金望
Edition of 10

杨福东 | 单屏电影 | 夜将

《水厂》展览现场，2011年香格纳画廊H空间

《夜将》杨福东个展现场，2013年香格纳新加坡

作品名“夜将”一语双关，一则是：黑夜降临；二即为：黑暗中的勇士（武士）存在或者消失。
先不深究《夜将》的哲学和艺术内涵，从画面的美感和5.1声道音响所带来的现场震撼就让人对这个作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期还作有多幅摄影作品。



杨福东 | 多屏影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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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 | 多屏影像装置（1999-2005）

我爱我的祖国
1999
5屏影像装置

图为2013年杨福东在苏黎世
美术馆个展的现场

今晚的月亮

2000
5分34秒
影像装置,（1台投影仪, 24台黑白小电
视, 6台大的彩色电视机）

图为2013年杨福东在苏黎世美术馆个
展的现场

靠近海 2004  10屏影像装置
图为剧照

等待蛇的苏醒 2005  10屏影像装置
图为2011年杨福东个展 香格纳北京

天上天上茉莉茉莉 2002  3屏影像装置
图为2013年K11展览现场

与单屏幕的电影不同，由几个屏幕组成并同步播放的电影作品被称为“多屏影像装置”，而这种多屏影像装置电影则
成为了杨福东的一个标签。1999年和2000年的作品《我爱我的祖国》以及《今晚的月亮》是杨福东最早的多屏幕展场电
影，后来的大型作品都由此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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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 | 多屏影像装置（2007-2008）

同样是多屏影像装置，《雀村往东》和《青麒麟》与之前杨福东以文人或城市为主线不同，关注了农村、狗、与采
石场等主体，略带有纪实风格。

青麒麟 2008 雕塑, 多屏录象装置

雀村往东 2007， 6屏影像装置，图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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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村往东》2008年展览现场, 香格纳画廊上海

青麒麟 2008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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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 | 多屏影像装置（2006-2011）

从《断桥无雪》开始，杨福东的影像装置被划分进入了全新阶段，他把这种带有强烈空间感的多屏幕电影称为“复眼”
电影。期间全球有许多知名美术馆与艺术机构都纷纷抛出橄榄枝与他合作，举办个展来展出他令人赞叹的电影装置作品。

断桥无雪 2006 ，8屏幕影像装置
图为2011在澳大利亚Sherman艺术基金会个展现场

将军的微笑 2009 ，综合材料多屏影像装置
图为2009在日本东京原美术馆个展现场

离信之雾 2009 ，9屏影像装置，18个老式电影机 图为2009年在上海证大艺术中心个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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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 | 多屏影像装置 | 第五夜

《第五夜》由七个银幕并置，放映七段同步影像。影片以旧上海的某个角落为场景，仿佛一个巨大的舞台布景，马
车、黄包车、老爷车穿行其中。

第五夜 2010 ，7屏影像装置，图为2012在温哥华美术馆的
个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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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 | 多屏影像装置 | 八月又二分之一

八月又二分之一 2011 ，8屏影像装置

图为2011在Parasol unit个展现场

八月又二分之一 2012 

装置|27屏幕，石膏建筑材料，家具，泡沫，水池
图为2012年在上海OCT艺术中心个展现场

《八月又二分之一》2011是同步放映了8屏影像。不同的录像短篇刻意的投射在家具、石膏模型上，光影交错，部分
投影短片是在七贤创作期间积累的素材。

在2012年杨福东又将拍摄现场真实的布景搬到了OCT艺术中心，做成了大型的装置作品《八月又二分之一》（2012
），观众在偌大的展厅观看着这些白色罗马风格石膏模型以及家具上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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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 | 多屏影像装置 | 2013最新

轻轻的推门而进, 或站在原地 截屏 2013

杨福东2013年在沙迦双年展展出了他的16屏幕新作《轻轻的推门而进，或站在原地》，作品由拍摄于沙特阿拉伯和西
班牙，由沙迦（黑白8屏）和阿尔罕布拉（彩色8屏）两部分组成。

图为2013沙迦双年展现场（局部） 共16屏

《新女性》是杨福东和TIFF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合作的影片，由5个屏幕组成，展览正在加拿大进行。

新女性 2013 五屏剧照 TIFF特展展览现场



杨福东 | 摄影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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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 | 摄影作品 | 国际饭店

同系列作品现场图

国际饭店No.8 2010  120*180cm黑白摄影 Ed.10

国际饭店No.9 2010 120*180cm 黑白摄影 E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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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 | 摄影作品 | 黄小姐在M的晚上

同系列作品现场图

黄小姐在M的晚上8号，2006， 120*180cm，黑白摄影 ，Edition of 10



杨福东 | 简历

21



22



23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