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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丁乙：制图术与算法时代的绘画

近期在泰勒画廊（Timothy Taylor）的展览，是丁乙在伦敦的首次个展，而展览的中文名就叫作“丁乙个

展”（英文名：Ding Yi）。这本身就非常“丁乙”：且毋论丁乙的绘画所一贯持有的一种从美学态度到创作

线索上的“极少”倾向，即便从更外部的层面来看，以艺术家的名字本身来命名展览，其显要的前提恰在于

展览所要强调的并不限于一个亟待揭晓的内容，而更多是艺术家工作进程中的一帧新阶段。

Original 2017-06-23 贺婧 艺术界LEAP



2018/2/23 LEAP｜丁乙：制图术与算法时代的绘画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k5MTIwMw==&mid=2650332511&idx=1&sn=dbca062281e54d06c2f3c7535450bbbb&chksm=befc6693898bef8… 2/11

《十示 2016-5》，2016年

椴木板上综合媒介，240 × 240 厘米

然而这里所说的“新”，更多是一种线性时间坐标上的推进，而不意味着美学立场的颠覆或是断裂。正如丁

乙的代表性绘画一直以来被人们所认识到的那样，以“+”或“x”的符号为一切画面核心、基本甚至是唯一

的“要素”，它们所衍生、推导以及裂变而成的所有作品，既是这三十多年来经过艺术家之手的每一张绘

画，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同一张绘画”。它们在不同的图像中繁衍、在变换的媒介上嫁接，其基因却从未

真正改变——一种检省的、拒绝意义伸展和欲望投射的绘画，同时透过假借一种类似于“制图”的理性程序

来试图接近绘画那难以捉摸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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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示 2016-9》，2016年

椴木板上综合媒介，240 × 240 厘米

在这个层面上看来，伦敦的展览的确凸显了这样一个“一即多／多即一”的开放游戏，七张一气呵成的《十

示》作品，以海浪般的推进关系呈现在画廊空间之中：排在入口第二张的《十示 2016-5》之所以诞生，

是因为艺术家希望将前面一张《十示 2016-4》画面上凸出的白色方形区域隐将进去、凸显那些不易为人

察觉的黑色；紧接着，对白色大十字中心以及对角线的需求又促成了第三张（《十示 2016-6》）的生

成；而在隔壁的第四张（《十示 2016-7》）中，这个白色的中心呈现出愈发夸张的、像光的放射一般的

成像效果；同时绿色在这里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第五张红色画面（《十示 2016-8》）的出现，接着是忽

然再次将白色推至表层的第六张作品（《十示 2016-9》））……而第一张和第七张，则是个谜——并没

有人知道它们分别嫁接自哪里、又将延伸至何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讲究开放和接续关系的游

戏（jeu），某种逻辑潜伏在七张不同的画面之中，从一个推导出另一个，但起点和终点却不在泰勒画廊

的空间之中。于是，与其说这是一个由七张绘画构成的展览，不如说观众在现场相遇到的是一帧“大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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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示》，它处于一种恒定的动态之中，这动态并不归属于其中任何一张画面；而同时间，我们的确看到

了七张画，它们依靠某种艺术家设定的算法被链接起来，却并不是首尾相接的，而是向着历史的渊源与未

来的可能性无限开放。奇诡之处在于，假如一张一张望过去，我们看到的是丁乙绘画中一以贯之的谨小而

克制的“演算”；但假如我们只是从第一张转而望向第七张，所捕捉到的却是一场跨度剧烈的基因突变。

“丁乙”个展展览现场，伦敦泰勒画廊，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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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乙”个展展览现场，伦敦泰勒画廊，2017年

同样的格局与态势完全可以从这个展厅延展到丁乙的整个绘画创作之中。从1988年的第一张《十示》开

始，虽然经历了几个可以被明显区分的画面转变阶段，一种完整的、大写的“十示”绘画而非某张具体

的“十示”作品可能更深刻地留存于观众的印象之中。显而易见的是，艺术家一直在重复，也制造差异，其

结果是建构起一个非常具有识别度的图像系统。从历史角度看，这个系统几乎是高度自治的，它沉迷于自

身的演变游戏与变革路径，并不与外界美学潮流的簇拥变化发生直接关系。而围绕着《十示》的争议也从

这里开始。如果说一个艺术家由于三十年来始终在“重复”同样的路径而同时受到肯定和受到质疑，这种争

议恰恰来自于人们所认知的两种艺术家的形象：永不停歇地奔向改变和创新的创作者，以及孤独地沉迷于

自我执念的堂吉诃德。而这两者并非不能兼容。在丁乙的绘画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被貌似从不改变的重

复和执念渐渐推动出来的创造力，十示这个符号、元素和元部件本身，在经年的重复与自我再造、繁殖之

中，已经渐渐蜕变为与最初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如艺术家自己早在2005年所坦言的那样，“十示符号的使

用对我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现在的我更关注于整幅绘画作品的组成以及作品整体结构的发展”［1］。同

时，一个自治的系统也并不意味着一个封闭的系统，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自我更新的需求往往不失时机

地契合为同一股创造性力量，在几次由量变通向质变的关键节点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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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示 1991-3》，1991年

布上丙烯，140 × 180 厘米

但这种基于重复和渐变的创作模式并非不是激进的，包括丁乙的绘画对于意义指涉的一贯斩钉截铁的拒

绝。艺术家曾多次表示，“我一早就决定做一个形式主义的画家”。这样的宣告大胆而直白，甚至颇具几分

危险，尤其在中国当代艺术早期的文化批判与集体抒情氛围之中。这种主动自我“边缘化”的立场，也决定

了丁乙的激进是朝向艺术家自身和绘画内部的，它所建立起的图像世界及其观念结构本身会不断提出新的

美学问题。正如迈克尔·弗雷德在他那篇著名的《艺术与物性》（1967）的开篇所结论的：“以极简艺术、

初级艺术、基本结构与特殊物品等等说法而著称的事业，主要是意识形态的”［2］。如此“意识形态”，其

实是一种绘画的观念性立场而非内容宣言、一种建立在图像与物的本体论上的认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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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示 2005-1》，2005年

成品花格织物上丙烯，140 × 160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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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示 2009-6》，2009年

成品花格织物上丙烯，200 × 380 厘米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笃定地说，丁乙的作品是“抽象”的。这种抽象不限于对形象的粉碎或是瓦解，而

是力图将绘画本身置于一种综合了图像、物和语言的认识系统之中，在不试图达意的框架内牵引出绘画本

身的无限性，并在这种无限的自由中去锚定一种精确。甚至于，比起往往桎梏于视觉机制中的“抽象”，丁

乙的绘画更像是一种算法式的绘画，一种真正的“呈像”艺术，依靠元语言的综合算法呈现、在0和1之间不

断重复与衍生的游戏。但同时，“十示”的维度又不仅仅存在于这个朝向形而上的层面。一个富有张力的跨

度在于，丁乙的绘画一直都自由往来于某种图像机制的两极：一种是求于认知层面、直达图像之物性探讨

与语言结构的绘画，而另一种则是来自工艺美术传统、孜孜耕耘于纯粹技术层面的制图之术。这两个貌似

难以相接的端口在丁乙的创作中达成了一种沟通。比如这次于伦敦展出的新作，就着重于展现木刻与绘画

的结合，以及它们之间所产生的“微妙反应”：在木板上“预埋”几层不同的颜色，先用刀刻，最后再画。而

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即使这是一种类似于漆器或木雕等传统手工艺的工作模式，也是丁乙在画面布局之

外需要去格外“设置”的另一套程序，它却跟是否更新了传统技艺与精神这样的讨论没有任何关系。事实

上，丁乙的创作从很早的时期就已经离弃了所谓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主义之争或立场区分。这甚至

不是一种中立，而是根本不将自己的美学纳入这样一种二分法的思考与讨论框架之中。取而代之的是艺术

家在混沌中对于更基础问题的摸索，于弥合了艺术的崇高与技能的平庸之间的奇巧地带，建构起完整的个

体系统。



2018/2/23 LEAP｜丁乙：制图术与算法时代的绘画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k5MTIwMw==&mid=2650332511&idx=1&sn=dbca062281e54d06c2f3c7535450bbbb&chksm=befc6693898bef8… 9/11

《十示 2015-16》，2016年

椴木板上丙烯雕刻，240 × 240 × 6 厘米

文｜贺婧

责编｜缪子衿

丁乙个展

地点：伦敦泰勒画廊

时间：2017年5月19日至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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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图片由泰勒画廊和香格纳画廊提供。摄影：丁乙工作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1］《与外界的尘世相似——丁乙与小汉斯对谈》，2005年。

［2］《艺术与物性／论文与评论集》，迈克尔·弗雷德著，张晓剑、沈语冰译，江苏美术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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