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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考察性思考和⼈⽂视⻆——邢丹⽂访谈

⽂/ 本  刊

封⾯/《Wall House》2   邢丹⽂   80cm×100cm   影像多媒体装置   2007年

《画刊》：这次你的个展在展示逻辑上⾮常顺畅，每⼀个区域分布明确，对你创作的呈现也很完

整。策展⼈很注重强化艺术家⾃⼰的创作线索，你们之前有过合作吗？

邢丹⽂：策展⼈是塔雷克·阿布埃尔菲杜（Tarek Abou El Fetouh），我参加过他策划的⼀个群展，

但我之前对他并不是很了解。我觉得他是⼀个很有思想、很聪明的策展⼈，也⾮常专业。这次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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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才知道我的展览是他做的第⼀次艺术家的个展。作为国际独⽴策展⼈，他⼀直做各种主题性的

群展和双年展。所以我在接受这个展览的时候写信给他，客⽓地问他有没有兴趣担任策展⼈，或有

没有什么建议。他当时刚刚落地韩国参与光州双年展，简短回复“有兴趣”，但是并没有⽴即答应

我，需要有策展想法再说。很快安排来了⼀次北京，⼀个星期的时间⾥深⼊地了解我的作品和创

作，⼜去红砖美术馆看了空间，然后他就⾛了。过了可能⼀个多⽉，他突然微信我：你知不知道让·

热内（Jean Genet）这个作家和他的著作《爱之囚》（Un Captif Amoureux）。我回答：没有读

过，也不知道这个作家。但是书名的字义，让我敏感地嗅到他的思路！我觉得他找对了我创作的那

个点。

《Wall House》1  邢丹⽂  80cmx100cm  影像多媒体装置   2007年



《Wall House》4  邢丹⽂  80cmx100cm  影像多媒体装置   2007年

《画刊》：具体在展览思路和作品的选择上，你们是如何展开⼯作的？



邢丹⽂：⾸先我⾮常尊重策展⼈的⻆⾊，⽽且完全赞成他的策展思路，但策展⼈做任何决定都会询

问我，问我有没有什么异议。他把策展⽅式和对我的视觉语⾔的阐释结合得很紧密。策展⼈也⾮常

严谨，他本⼈是建筑设计师出身，所以从整个展览的空间设计到每件作品的位置和尺⼨都经过周密

的考虑，并且在图纸上事先反复确认。所以我们之前电脑的⼯作量很⼤，甚⾄为《个⼈⽇记》制作

了⽴体模型。策展⼈的策划⻆度是借⽤《爱之囚》来解读我的创作⽅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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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了作者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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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思路，策展⼈选择了⼋

组作品，这些作品是我⾃1993年⾄今和展览主题相关的作品，并且包括了今年我创作的两件新作。

《个⼈⽇记》 邢丹⽂  摄影  1993-2003年

《画刊》：作品在⼯作室和在展厅是不⼀样的视觉感受。展览过后，你对⾃⼰的作品有没有产⽣⼀

些新的感觉？

邢丹⽂：当然，有很多。⼀⽅⾯是通过策展⼈的布展思路，使作品和空间产⽣⼀种紧密的存在关

系，因为策展⼈是学建筑出身，所以他对于空间的理解⾮常出⾊，这是我感受很深刻的⼀⽅⾯。⽐

如说《都市演绎》是⼀个展示频率很⾼的作品，在国际上不同的美术馆有过不同的呈现⽅式，但是

这次红砖美术馆的展览上这个系列作品获得了第⼆次⽣命，是所有了解这件作品的⼈都共同感受到

的。其实我的很多作品，特别是摄影媒介类，⾮常容易在出版物上得到宣传。但它的陈列⽅式、它



的体量感以及空间、光线等都是体现作品完整性的重要因素。在展览中有的作品尺⼨很⼤，有的尺

⼨⼩，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等，这都是出版物⽆法体现的，所以我认为去展览现场直接感受很重

要。

《个⼈⽇记》是在整个布展中⼯作量最⼤的，因为这件庞⼤的作品包含了数百张可以展示的图⽚。

如何确定每幅图像的尺⼨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需要不断地斟酌和调整的，在这个过程中策展⼈对

我的帮助很⼤。简单说吧，这件作品是⽼图⽚、新作品。因为它是在1993-2003年之间拍摄的，但

是从未以这样的完整性和体量呈现过，这是国内外的第⼀次展示。这些纯粹的摄影作品不是简单的

肖像和记录拍摄，⽽是关于（上世纪）90年代⼀代“叛逆者”的成⻓状态。当这些图像在展厅被呈

现，图像和图像、图像和空间形成的情景，使得作品和观众产⽣互动、介⼊，才达到了作品的完成

性。对于这件作品，我的想法是每次在不同空间的展示都是⼀次再创作的过程，是我新的尝试。

《都市演绎》4  邢丹⽂  224.3cm×170cm   摄影  2005年



《都市演绎》1（局部）  邢丹⽂  241.8cm×170cm  摄影   2005年

《画刊》：《Wall House》和《都市演绎》在⼀个展厅，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邢丹⽂：这件作品是灯箱视频的多媒体装置，融合了摄影、电脑合成和⼿绘动画，算是我⽐较实验

性的作品。那是我在荷兰北部参与艺术家驻留时创作的。当时主办⽅是因为我的《都市演绎》邀请

我的，他们期待我做⼀个荷兰版的《都市演绎》。但我很明确不重复作品⽣产，⽽是要做⼀个与

《都市演绎》有⼀定关系的新作品。《都市演绎》是⽤售楼处的沙盘来展示现代都市的景观和个⼈

⽣存境遇的。《Wall House》探讨的是绝对孤独的问题，因为这是当下⼤都市⽣活的常态。对于策

展⼈来说，这件作品作为整个展览的叙事起点，是不容商量的。



《梦游》邢丹⽂  双频影像装置  2001年

《⻓卷》邢丹⽂  摄影  1999-2000年

《画刊》：你整体的创作，始终在讲述⼀个主题，就是⼈的⽣存状态。社会问题也好，身份问题也

好，你都有涉及；但总体还是向内的，注重个体经验。

邢丹⽂：⼈都是个体，我作为⼀个个体之⼀，在每天的⽣活中观察和体会⾃⼰与⽣命、环境、社

会、他⼈之间的关系。我很喜欢去探索⼈的⼼理、情感这种看不⻅的东⻄。往往使我感兴趣的题材



都是与我有冲突，我过不去的事⼉，它们成为我⻓时间、反复琢磨和思考的主题。我的⼯作⽅法就

是从⼩我、从个体出发，把⼀些⽇常的东⻄作为创作的起点，通过作品来呈现我的思考和观点。当

然，每件作品的创作过程都是不⼀样的。

这次展览的座谈会有观众提出来，在这个细⻓形的展场，⼀头是早期的作品《个⼈⽇记》，虽然图

⽚中都是他⼈，但是“我”很⼤。⽽另⼀头的近作，虽然我的形象是作品的主要元素，但“我”很⼩。

《个⼈⽇记》是我早期探索摄影作为艺术创作的⼀个代表性的作品。我是学绘画出身的，在美院附

中偶然接触到摄影，开始疯狂地喜欢摄影，但当时学校⾥没有摄影课，也没有多少可以阅读的书

籍。⼤学⼀年级我有了相机后，就在拍摄中⾃学摄影的基本技术和暗室制作。当时对我来说，要拍

什么从不是问题，问题是摄影为什么不能成为和其他艺术作品⼀样的“⻆⾊”。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

后，我选择了“盲流”艺术家的⽣活⽅式，开始认识群“异类”。⽐如东村的⾏为艺术家们，他们的形

象很上照，有很好的镜头感，这激发了我个性化语⾔的创作，同时也是我个性中叛逆⾯的影射与⿎

励。我当时也没有想过拍摄的价值，更多想到的是创作摄影的新语⾔。我当时有很多拍摄途径，包

括和朋友玩⼉、以⾃由摄影撰稿⼈的身份及参加同⾏的艺术活动，甚⾄做⼀些商业摄影。“我”在这

些拍摄的过程中，⽆意识地⽣⻓着。

1998年是我⼈⽣的另⼀个转折，更确切地说是艺术创作的⼀个转折。经过多年的拍摄实践，我意识

到“摄影”太局限，我更想做的是艺术本身。这⼀年我获得了亚洲艺术基⾦的⽀持去纽约深造，我的

⽬的是重新构筑摄影媒介在我创作中的⻆⾊。我开始扩展影像从静态到动态、从实体到虚拟的创

作。《⻓卷》和《梦游》是1999年到2001年期间的创作，《⻓卷》虽然是胶⽚拍摄，但强调了时

间和虚拟空间；《梦游》是双视频装置却具有静态图像的质感。



《绝缘》邢丹⽂ 120cm×148cm  摄影  2002年

《画刊》：在你近期的这些作品中，《都市演绎》也好，《绝缘》也好，其中的观察⽅法和图像的

表达⽅式是精致的，也是⽭盾和冲突的。能感觉到这种反差既是视觉语⾔层⾯的，也包含⼼理的因

素。



邢丹⽂：这和我的成⻓经历与性格有关系。我出⽣和成⻓在⻄安，是这个历史⼩城，形成了我对于

城市⽣活的⼀种概念。但是当我不断地迁徙到国内外的⼤都市时，遭遇着差异、变化，特别是中国

城市化过程中⼤规模的变迁，对我“打击”很⼤，使我内⼼深处的那张城市⽣活的“⽼照⽚”与我⾯对

的现实产⽣了巨⼤反差。这种“打击”就产⽣了像你提到的“精致、⽭盾和冲突”。《绝缘》这个作品

看似很极简、抽象，但图⽚中每个电⼦垃圾背后的细节和所反映的噩梦般的现实问题，使每个画幅

本身产⽣了极⼤的反差和冲击性，使⼈不得不正视和思考科技更新中产⽣的电⼦垃圾给⼈类带来的

⽭盾，以及回收中未能控制⽽导致的环境和健康的负⾯影响。

《只缘身在此⼭中》局部  邢丹⽂ 煤渣及综合材料装置  2017年



《只缘身在此⼭中》局部  邢丹⽂ 煤渣及综合材料装置  2017年



《线》邢丹⽂  双频影像装置  2017年

《线》邢丹⽂  双频影像装置  2017年

《画刊》：从你个⼈⻆度讲，展览中有没有哪件作品对你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邢丹⽂：不同阶段的作品都有不同意义吧。这次整个展览结束的部分是两件全新的作品，这两件作

品是⼀种新的创作经历，在创作时间压⼒⾮常⼤的情况下不但按时地完成了，⽽且个⼈认为⾮常完

整。

《只缘身在此⼭中》是⽤煤渣做的装置，源⾃我⽣活中的⼀个经历。我住在⼭⾥⾯，冬天取暖时使

⽤⼤煤块烧锅炉，烧完的煤渣很好看，同时也是雾霾肇事因素之⼀。⼏年来我⼀直搜集⾃⼰炉膛⾥

的煤渣，⼀直想⽤它做⼀个作品，去年冬天想法清晰了。作品的题⽬很明确地说明了我的观点——

每个⼈都在营造美好的⽣活，但在过程中不⾃觉地也成为破坏者。装置⼀侧执意表现中国⽔墨画中

的意境，另⼀侧揭示城市化进程对⾃然的侵犯。

《线》是⼀个双视频影像作品，试图探讨⼈与⼈之间沟通的困境。我⽤⾃⼰和⺟亲之间的这种原始

情感关系来展开这个作品，⼀个屏幕是⺟亲充满爱意和专注为我织⼀件裙衫，另⼀个屏幕是⼥⼉穿

着裙衫在⾏动中将其拆尽，从⽽阐述了她们之间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法论的分歧。两个视频的影

像内容上似乎是对⽴的，但事实上它们之间⼜是互相认同与⽀撑的，因⽽产⽣了更加复杂⽽多层⾯

的⼼理关系。

《绝缘》系列在红砖美术馆展厅



《个⼈⽇记》系列在展厅

"爱之囚 "  展览现场

注：



展览名称：爱之囚

展览时间：2017年9⽉10⽇-10⽉29⽇

展览地点：北京红砖美术馆

链接：

从⽂学到影像 — 让·热内与邢丹⽂的“爱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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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身份化是⼀种迷失 ——⾕⽂达访谈

⾃由与不同，才是艺术的灵魂 ——宋冬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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