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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丹⽂ | 爱之囚

近⽇，红砖美术馆推出了艺术家邢丹⽂的个展“爱之囚”。本次展览是邢丹⽂迄今为⽌举办的规模最

⼤，作品涵盖最⼴的展览，亦为其⾸次国内机构个展。“爱之囚”以策展⼈塔雷克·阿布埃尔菲杜（Tarek

Abou El Fetouh）的策展思路为线索，有针对性地选择了邢丹⽂创作⾄今的重要作品，其中包括摄

影、装置、影像以及⼀批艺术家早期创作并从未亮相过的新作品。以下是“凤凰艺术”为您带来的独家

报道。

邢丹⽂现居于远离北京⼤都市的郊外怀柔地区。要⻅到艺术家不是很容易，过了顺义，

需要进⼊⼭区，过了最近的⼀座公交站后，还要再⾏进数公⾥，⼈迹罕⾄。穿过了⼀座

孤零零的只运输煤炭的铁架桥，远远地能看到狭窄的公路旁两边的林地和果园，⼀扇典

型的农家枣红⾊的⼤⻔，还有些趴在地上懒洋洋晒太阳的⼟狗，⼩路尽头的⼀家⼩院，

那⾥便是艺术家邢丹云现在居住的地⽅。

⻅到邢丹⽂，正值经过了近期展览⼯作和与家⼈团聚的繁忙，她刚刚回到了⼀个⼈的⽣

活，还是能够感受到她⼀丝的疲惫和倦意。作为⼀个⼥性艺术家，曾经有⼈说，⼥性拥

有⼀种可以避开理性和逻辑⽽直达事物核⼼的能⼒，那叫做“直觉”，当这个问题抛向邢

丹⽂时，她说道：“在创作的初期，直觉可能很重要，但随着时间的增⻓，回归到理性，

才是创作⾛向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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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邢丹⽂

近⽇，红砖美术馆举办的邢丹⽂个展“爱之囚”开幕了。此次展览，是邢丹⽂迄今为⽌举

办的最⼤规模和作品覆盖⾯最⼴的个展，从她最早期的摄影到今年最新的影像和装置作

品，都⼀⼀呈现，既是她的回顾，也是她的当下。







▲ “爱之囚－邢丹⽂个展”展出作品

策展⼈塔雷克·阿布埃尔菲杜说，邢丹⽂把⾃⼰放在她的艺术作品的事件中⼼，以⼀种触

觉和身体的感受，去创造她作品中的⼈物。在这⾥，她是⼀位爱⼈，既是爱⼈的艺术

家，也是艺术家的爱⼈。



▲ “爱之囚－邢丹⽂个展”新闻发布会现场，（从左⾄右）红砖美术馆馆⻓闫⼠杰、亚洲艺术⽂献库主席杜

柏贞、艺术家邢丹⽂、策展⼈塔雷克·阿布埃尔菲杜（Tarek Abou El Fetouh）

展览名称“爱之囚”，取⾃法国诗⼈、作家让·热内（Jean Genet）的最后⼀部著作。热

内专注于社会问题和由此引发的反抗，其书以独特的叙事⻛格和“他所选择的⽅式”讲述

了作者⽣活于巴勒斯坦⼈及⿊豹党社会激进分⼦之间的亲身经历，展现出⼀种独特的诗

意和深刻的思想。热内的作品线索如棱镜般为本次展览解读邢丹⽂的艺术创作提供了⼀

种特殊的视⻆。

现实在艺术家创作的每⼀幅图像中得以重构，仿佛有种冲动在迫使艺术家置身于事件的

中⼼，带着明显的个⼈感情接近每⼀位拍摄对象。通过摄影、装置和影像作品，邢丹⽂

将⾃⼰置身于事件之中，成为事件的主题、模特，抑或是⼀双具有批判性的眼睛，创造

出既具颠覆性⼜富于诗意的视觉语⾔。





▲ “爱之囚－邢丹⽂个展”展览现场

“我为什么选择摄影？”

“我觉得我喜欢镜头成像的视觉现实感，这是被摄影吸引的起因，因为现实不可回避。”

邢丹⽂早年是学习绘画出身的，但仿佛在⼀瞬间，她⾛上了艺术⼈⽣的另⼀条岔道。她

在⽼师的⼯作室⾥看到了⼀本摄影杂志，打开杂志封⾯，⼀幅国际摄影竞赛得奖作品⼀

下⼦抓住了她。邢丹⽂说，不记得具体图像，只记得那⿊⽩的照⽚上有⼀望⽆际的沙

漠，某种东⻄抓住了她，⼀股巨⼤的⼒量，那是她在写实绘画的静物与肖像中⽆法找到

的，⼀种瞬间的冲击感和直觉性。它激发了邢丹⽂创作的激情、⼒度和现实感。

从那时起，她开始每个⽉攒下来⼀点钱，到邮局的杂志柜台上去翻阅⼀些摄影杂志，“对

我来说翻阅杂志⾥⾯，如果⾥⾯有⼀张两张的照⽚是我喜欢的，我就觉得⾃⼰已经拍照

了，尽管我那时并没有相机。”到后来，通过每个⽉节省下来的开销，到了80年代末，

终于有了⼀部属于⾃⼰的相机。

在拿到这部相机之后，她就将镜头对准了身边的⽣活，对准了周围的艺术家。在 “爱之

囚－邢丹⽂个展”上，红砖最⼤的⼏个展厅⾥，展示着邢丹⽂在1993-2003年之间拍摄



的摄影作品，她把他们称之为《个⼈⽇记》，这是第⼀次以这样的体量来呈现。

▲  《个⼈⽇记》，摄影（在东村艺术家⻢六明⼯作室，从左⾄右：苍鑫、⻢六明、邢丹⽂、沈凡，

1994），1993-2003

▲  《个⼈⽇记》，摄影（拍摄林⼀林的⾏为表演《安全度过林和路》， ），1995 1993-2003



现实是残酷的，并不是美丽的，但是只有残酷和丑陋才会激发她对现实的敏感和情感。

“我觉得在当时，画画有点…⽽摄影，它那种强烈的美感不是因为它漂亮，是因为它⾮常

有⼒度，⽽且那种⼒度是因为它的现实感。”

在东村艺术区，邢丹⽂⼏乎把所有的时间都⽤在了摄影上，她关注着每⼀个艺术家的⽣

活及创作的状态，她寻找着在他们身上的那种⼒量与周围世界碰撞的张⼒，从他们的眼

睛⾥⾯寻找作为艺术家的“活着”。









爱之囚－邢丹⽂个展▲ “ ”展览现场：《个⼈⽇记》



这些岁⽉凝聚成她的《个⼈⽇记》，因为这原本就是她的⽣活本身。在数量庞⼤的摄影

⽇记中，置身于其中，能感受到来⾃遥远的20年前的艺术家们的⽣活状态。仅仅只是⼀

瞥，就能让我们望⻅那个挣扎在荒漠上的野草⼀样的年代。“野草疯⻓”，如此⼀个词可

以⽤来形容那样⼀个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时代。邢丹⽂作为⼀个⻅证⼈，她不仅通过镜

头凝视，更是⽤理想主义情怀对焦着那样的⼀个残酷⽽现实的世界。

艺术家是⼀个怎样的存在？邢丹⽂在拍摄完这些照⽚时，当她在暗房中洗出这些胶卷

时，她认为，作为个⼈⽽⾔，对于这个世界，或许还更应该将镜头深⼊到更深的地⽅，

才能从那⾥带回来更深的现实。这样的世界，不仅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如同邢丹⽂

所说：

“前⽼公说我是⼀个双⽿不闻双眼不看新闻的‘瞎⼦ʼ和‘聋⼦ʼ，却拍出这么强烈的‘现实ʼ。拍摄时，

我实际活在镜头⾥，但在暗室⾥，我才看到了当时的现实，看到了我的视⻆和我的现实。后来在

国外拍摄，我才意识到，⽆论我在哪⾥，我拍的都是⾃⼰，太不是纪实了。30岁的时候，是我⼈

⽣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我问我⾃⼰，是否要再试⼀把，成为⼀个艺术家？”



爱之囚－邢丹⽂个展▲ “ ”展览现场：《个⼈⽇记》



到了1998年，也就是差不多30岁的时候，她获得美国亚洲⽂化基⾦会的学者交流奖学⾦

前往纽约。对她⽽⾔，这次经历，是她⼈⽣中最重要的阶段。如果说30岁之前，她还依

靠着直觉去拍摄她的作品，去观察这个世界，⽽在之后，她的理性回归，才真正使她⾛

进了另⼀个世界，她告诉我说，“我是怀着这样的愿望去的，在我30岁的时候，我突然

发现了⾃⼰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我选择去了纽约。”

在纽约的岁⽉⾥，她开始投⼊另⼀个关于艺术世界的挑战。邢丹⽂对艺术的⽬标使得她

成为最勤奋的学⽣之⼀，本来对上学不屑⼀顾，但她却发现美国学校完全不同，她聪明

地把学校纳⼊⾃⼰补课的捷径，专注于观念性和视觉创作的新科技性。从⾃⼰的⽣命中

去寻找⾃我和题材，在2001年，她完成了研究⽣的毕业作品，⼀件影像装置《梦游》。



▲ 《梦游》，双频影像装置，2001



在讲述这件作品时，邢丹⽂向我回顾起了曾经早年间前往巴黎的⽇⼦。“作为⼀个⽣活在

国内的中国⼈，第⼀次去法国的时候，那种在电视、电影或图⽚上所构建起来的巴黎印

象，全部都被打碎了。我们的世界是被我们虚构的记忆所搭建起来的吗？”

按照邢丹⽂的说法，她探索着⼤脑是如何模糊过去与当下、现实与虚构的界限，这件⽤

来检验“错位”现象的影像作品，萦绕着由中国传统乐器并杂糅中国城市⽣活环境⾳⽽制

作的声响配乐，影像将不同的⻄⽅城市景观编织在⼀起。“当我去往纽约时，那种过去在

巴黎所感受和经历到的⼀切，似乎⼜回到了我的眼前，仿佛不同的世界正在我的⼤脑⾥

穿插着并交错着，不知道哪⾥才是现实，哪⾥才是真实，或许现实就是⼀种错位的记

忆。”

当邢丹⽂从纽约回国之后，她眼中的世界已跳脱出了过去在东村的世界，她所关注的，

不再仅仅是艺术家的世界，⽽更关注于当下的社会和丛林中的都市。当她在沿海城市所

⻅到的那些塑料和垃圾王国时，她感受到了⼀个被“绝缘”的中国群体。他们在流⽔线的

⼤⼯⼚中被⽆尽的机器和资本所碾压，在塑料的世界中吃喝与⽣活，他们的孩⼦就在塑

料和集成电路板所堆砌的⼩⼭旁吃饭玩耍，她问他们：“知道这些东⻄对⼈的伤害吗？”

他们却并不在意这些弥漫着⾹蕉⽔和刺⿐塑料的⽓味，漫不经⼼地回答说，挣个⼏年

钱，就回家了。



▲ 《绝缘》，摄影，系列图a1，2002-2003



▲ 《绝缘》，摄影，系列图a7，2002-2003

邢丹⽂从她的摄影作品讲述着关于中国在电⼦垃圾回收世界中所挣扎的群体，她亲眼所

⻅珠江三⻆洲地区这些产业对周边城镇和乡村的影响。她以批判的眼光和敏锐的镜头审

视着科技垃圾的美学，表达了对环境的关切和对南⽅沿海地区⼯⼈的⽣活变化的担忧，

这⼀切虽未暴露在镜头前，我们却能感觉到城市问题如同⻤魅般潜藏于⽣活的⽅⽅⾯

⾯。



现实真是残酷的，在谈到环保和被资本的浪潮所裹狭的世界时，邢丹⽂向我述说着关于

外国如何将他们的洋垃圾运往中国，并在中国的⼟地上从事回收、销毁和焚烧的故事。

这使我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中国纪录⽚《垃圾围城》和《塑料王国》，在我们所⽣活的

光鲜亮丽的城市背后，有着怎样不为⼈知的被透⽀的世界正在包围着我们？当我们探讨

起这些问题时，邢丹⽂时常皱着眉头，沉思着当下社会的种种。当我提起这两部记录⽚

时，她对导演的勇⽓和执着表示着钦佩。经过了⼗⼏年，在她最新的两件作品之⼀《只

缘身在此⼭中》中，邢丹⽂依然保持着对这个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警惕。







▲  《只缘身在此⼭中》，煤渣及综合材料装置，2017



“它们都是煤渣。”邢丹⽂讲述着关于煤渣与她⽣活的故事。她指了指她所居住的地⽅，

“冬天，我们这⾥只能⽤烧煤来取暖。住在这远离城市的⼤⼭之间，仿佛有⼀种让我们置

身于雾霾之外的幻觉。因为这些⽤来取暖的煤，就是制造雾霾的罪魁祸⾸之⼀，虽然更

严重的污染是来⾃于⼯⼚和⼤型化⼯企业，但它却能使我⾃⼰所居住的地⽅PM超标。”

她向我讲述着关于离她家不远的那条铁路，在那⾥，运煤的列⻋从桥上经过，很少有⼈

知道那些煤被运往了何处。我们居住在⼀个我们并不能清晰认知的世界，“就仿佛我某⼀

天，看到那烧完的煤渣，竟然有⼀种美感⼀样，跟我们时常对美好事物的定义从来就是

模糊和分辨不清⼀样。”邢丹⽂将那些烧完的煤渣收集起来，决定要做成⼀件作品。“我

常常忘了要取什么名字，通常都是作品做完之后，我才想起名字还没想好呢。在⼀次和

朋友的聚会中，他们念到⼀⾸诗时，我突然⼀拍⼤腿，‘不识庐⼭真⾯⽬，只缘身在此⼭

中ʼ，就是它了。”

▲ “爱之囚－邢丹⽂个展”展览现场：《墙屋》，影像多媒体装置



▲ 《墙屋》，影像多媒体装置，系列图1，160x120cm，2007



▲ 《墙屋》，影像多媒体装置，系列图2，100x80cm，2007



▲ 《墙屋》，影像多媒体装置，系列图4，120x90cm，2007

在2007年的作品《墙屋》系列中，邢丹⽂将⾃⼰置身于约翰·海杜克设计的在荷兰的建

筑中，以个⼈形象演绎了⼀个个透过窗户看向中国城市景观的孤单个体。“这是⼀件被邀



请前往荷兰创作的作品。我在这间房⼦中居住的时间只有⼀个星期，然后，我就开始构

思整个作品了。”

在这件作品中，邢丹⽂试图探讨公共空间、个⼈空间和主体空间之间的关系和现实界

限，她指了指⾃⼰的脑袋说，“这⾥就是主体空间。”她把⼀些影像放置在已拍好的作品

⾥⾯，那些是都市，是钢筋⽔泥和⼈潮汹涌的丛林，是如鸽⼦笼般的⾼楼和⼤厦。照⽚

中的主体，坐在那⾥，凝视着窗外的景⾊，我问她：“你觉得⾃⼰更像是⼀个社会的观察

者呢？还是⼀个介⼊者？”邢丹⽂回答说，介⼊和观察有时其实是很难区分的，当你在观

察的时候，就已经是介⼊了。

对⼈类都市⽣活的考察，邢丹⽂早在这件作品之前就已经在思考了。在2004年，她就开

始创作《都市演绎》的系列作品了。“或许现在来看这些作品，创作⽅式似乎很流⾏，很

多艺术家也在做，但在2004年，我应该是最早的艺术家，这样创作。”邢丹⽂的直⾔不

讳，是她对⾃⼰创作的⾃信，就如同她当初被邀请去荷兰的Wall House基⾦会创作⼀

样，她对⾃⼰艺术的⾮同质化有着严格的要求。

▲ 《都市演绎》，摄影，系列图3，2004



▲ 《都市演绎》，摄影，系列图8，2004

在这些摄影作品中，⾼楼⼤厦并不是真的⾼楼⼤厦，它们来⾃于房地产开发商的项⽬模

型图。“虽然它们只是模型图，但是，它们并不是虚构的，在它们之外，有⼀个跟它们⼀

摸⼀样真的⼤厦和楼盘。”这⼀点很有趣，邢丹⽂总是在现实与虚构之中游⾛得游刃有

余，她的⻆度是⾮常特别的，她似乎是在⼀个虚构的镜头之中捕捉到了关于现实的景

象。

如果说，主体空间是在《墙屋》中所正式提出来的，但在《都市演绎》中，这样的创作

线条和思路却已经开始诞⽣。我们在这些⽔泥丛林中，能够看到邢丹⽂巧妙地将⼀些其

他影像元素融⼊其中，仿佛是⼀个被粘贴和剪切的都市童话寓⾔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在

那些空旷的阳台和窗台阵列中探出来⼀个⼈脸，或是在街道的⼀⻆，有⼀两位⾏⼈正在

步⾏，甚⾄能在某个楼盘的顶处发现⼀桩正在实施中的谋杀。



。





▲ “爱之囚－邢丹⽂个展”展览现场：《都市演绎》，摄影

在这样⼀个虚构的都市世界中，⼀切⼈与⼈之间的关系都藏匿于其中，每⼀栋⾼楼深

处，就像是⼀座蕴藏着⽆数秘密的迷宫，邢丹⽂向我们展示了这其中的⼀⻆。我们思考

着在我们的身边所可能发⽣的⼀切，那些并不在我们的焦点视界范围之内的事件。我们

所看不到的，永远都是⼤⼤超过了我们所看到的。⼈与⼈的世界，被遮蔽了，被隐藏

了，被失焦了，被盲区了。

个⼈的⽣活，仿佛也是如此，在⼈的⼀⽣中，时间的⻓河本身，可能也是⼀座被遮蔽的

迷宫，我们所经历的⼀切，都可能被逐渐地篡改和消失，连同我们的记忆，和那些古⽼

的印记。到底是空间将我们迷失了，还是时间将我们迷失了？如同梦游，记忆如流⽔，

我们在“错位”之中，被分解的时间碎⽚，将我们卷⾛，就连我们最⾄亲的关系，可能也

都是如此。

在刚才所提到的最新的两件作品，除了《只缘身在此⼭中》之外，还有⼀件令⼈感慨⾄

多的影像作品《线》，深深地打动了我。邢丹⽂在早已过了花季岁⽉之后，重新⼜提起

了关于⾃身与⺟亲之间的关系。



▲  《线》，双频影像装置，2017





▲ “爱之囚－邢丹⽂个展”展览现场：《线》，双频影像装置

这件作品是由两部影像同步放映的：⼀边是⺟亲在为⼥⼉⼿织⼀件⽑⾐，⼀边是⼥⼉挣

脱掉⺟亲织的⽑⾐，奔向远⽅，在这⾥，线是贯穿两者的唯⼀。

爱是什么？是被困于其中的囚徒么？邢丹⽂向我透露出，这件作品的起点是很私⼈化

的，这是关于她个⼈成⻓过程中的与⺟亲之间关系解不开的结。“我想到，这样⼀件太过

于私⼈化的作品和创作，如何能超越个⼈性？”毫⽆疑问，邢丹⽂的创作，⼤多都是⽴⾜

于她作为⼀个⼈类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她对于这件带有个⼈记叙的作品显露出⼀

点担忧。我说，这件作品虽然看上去只是表达的你与⺟亲的关系，但实质上，它影射了

⼈与⼈之间沟通的基本问题。





▲ “爱之囚－邢丹⽂个展”展览现场：《线》，双频影像装置

这件作品探讨了⼈与⼈情感的给予与被给予所产⽣的沟通和分享的关系， 笔者认为，⽽

⼦⼥呢？却总是在试图逃脱这样的束缚。⽤爱所织成的⽑⾐，有时也会成为⼀种难以挣

脱的束缚。“当线头⼀点点地被挣脱⽽去，作为⼥⼉，尽管⾚身裸体，也终将会奔跑在向

往着⾃由和远⽅的公路上。”

原先的狭窄的，如迷宫⽽⼜如记忆交错的⼩巷不⻅了，换来的是⼀⽚⼴阔的天地。影⽚

的最后，当⼥⼉在屏幕的这⼀边奔向遥远的⾃由时，另⼀边，⺟亲将织好的⽑⾐亲⼿穿

在⼥⼉身上。⼥⼉⽤⼿温柔地握住了⺟亲从背后环抱⽽来的双⼿，在这⼀刻，象征着⺟

⼥之间所有的过去都已被和解，爱重新回到了两代⼈之间。我对邢丹⽂说，这件作品着

实是让⼈感动万分的。



▲ 艺术家邢丹⽂



▲“爱之囚－邢丹⽂个展”展览现场，艺术史学家、芝加哥⼤学艺术史系巫鸿教授（左⼀）和夫⼈九迪教授

（右⼀）

▲“爱之囚－邢丹⽂个展”展览现场，（从左⾄右）红砖美术馆馆⻓闫⼠杰、艺术家邢丹⽂、、亚洲艺术⽂

献库主席杜柏贞、ART021艺术总监周颖、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艺术家邱志杰



▲“爱之囚－邢丹⽂个展”展览现场，策展⼈塔雷克·阿布埃尔菲（Tarek Abou El Fetouh）在导览

策展⼈塔雷克·阿布埃尔菲杜在谈到作家让·热内的⼩说《爱之囚》说，热内作为爱的囚

徒，他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组织和⿊豹党成员中发现了他的创作主题，⽽这⼀主题也造

就了他作为诗⼈和图像的⾰命制造者的本⾊。当艺术和⾼度的政治敏感性相遇时，爱与

激情的种⼦便如宿命般地⽣根发芽。抑或如同热内谈起他的作品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没

有经历过阿基⾥斯的愤怒，荷⻢还能写出《伊利亚特》吗？但是，如果没有荷⻢，我们

⼜如何能够知道阿基⾥斯的愤怒呢？”

现实是残酷的，邢丹⽂⽤她的爱照耀着这个世界。当离开邢丹⽂的住所时，我问她，放

弃⿊⽩摄影，认为⿊⽩会淡化现实的残酷性，后来开始转变为彩⾊摄影，你是如何⽤彩

⾊来抓住显示的震撼⼒、冲击⼒以及残酷性的呢？从邢丹⽂的回答中，我总结了⼀下，

那应该是因为现实是不可回避的，要敢于正视它，并尽兴地享受它。

关于展览





▲ 展览海报

爱 之 囚 / Captive of Love: Exhibition of Danwen Xing

艺术家：邢丹⽂

策展⼈：塔雷克·阿布埃尔菲杜

策展助理：李茜

展览时间：2017年9⽉10⽇-10⽉29⽇10:00-17:30

展览地点：北京红砖美术馆 （顺⽩路⻢泉营⻄路路⼝⻄100⽶路北）

（凤凰艺术 北京报道 撰⽂/李鹏 采访/李鹏 责编/李鹏）

点击⻓按图⽚保存，识别⼆维码，关注“凤凰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