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挑战艺术创作的潜⼒⸺对话邢丹⽂

Art Worm:您最初是如何走上艺术创作之路的?您觉得至今为止，创作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每次转折的契

机是什么?

邢丹⽂:很有意思我其实不是生在搞艺术的家庭背景下，我的父母都是搞理工科的，我的成长没有艺术环境

的熏陶，而仅仅是在小学美术学习班的鼓励下，一直发展自己的爱好，那时候很喜欢画画，一直在画画，

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小时候都有绘画的爱好和才能，只不过没有延续或者没有发展。我从幼儿园小学开始一

直在美术学习班的方式下发展绘画，但是如果中学毕业时没有去考美院附中，我也许就去上了清华北大

了，因为我的中学是市重点，我也是成绩优秀，目标一致。这是我专业方向选择的重要时刻。自从我明确

走上了视觉艺术创作的道路，在西安美术学院附中正规的学习使我获得专业美术的熏陶和训练，在后来的

发展过程中确实有过几个阶段，1992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阶段。1992年中央美院毕业，面临的是如何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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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创作。首先是如何生存，这个阶段是比较艰辛和复杂的，我们那时和当今艺术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有艺

术界但是没有艺术市场，艺术界是非常小的专业圈子。上学期间，我一直在绘画的领域探索，然而与“摄

影”的相遇，彻底影响了我以后的发展方向。上附中期间因为看了一本摄影杂志，被其中的照片所吸引，

开始关注摄影，一直到了1989年在中央美院上学第二学期才真正获得了第一台相机，拍摄才成为可能。从

那儿以后，拍摄成为我一发不可收的的日常行为和热爱。事实上，相机带着我走出了画室，走出了个人年

幼而懵懂的世界，走进了现实和人群。最终，带着我走上了视觉艺术创作的路。摄影作为一种媒介，在我

的创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1992年毕业之后，我处理好国家分配，返回北京，就遇到了“东

村”，开始接触到当时非常新鲜的创作方式——行为艺术。行为艺术家们非常“上镜”，他们也渴求我去

拍摄他们，因此我与他们产生了互动，这恰恰是一个有趣的结合点。1992年到1998年我主要是创作了一

批以自我成长为主题的作品，主要代表作是《个人日记》。截至2003年的十年里，拍摄了数百张照片是关

于我这代的中国地下文化的精英的故事，主要的拍摄时间为1993年到1998年间。还有一组作品叫《我是

女人》，是以女性眼光来拍摄女性身体和心理性的肖像作品。这个期间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借用他人来探

索自身所关注的问题，比如身份、性别和叛逆性。同时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创作方式的局限性。那时我突然

意识到了仅仅这样拍摄是不够的。而摄影作为一种视觉创作的媒介，如何更具有当代性和观念。1998年在

我的创作道路上又开始了一个重要的阶段，我开始进入更加实验性的尝试，打破摄影的传统角色和方式，

使这一个媒介能更加自由、富有新意的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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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Worm:您创作的出发点是什么?留学西方是出于什么契机与目的?为您带来了哪些思想上的变化?

邢丹⽂:我试图解开学院派教育的枷锁，重新认识影像创作的当代性和手段。明确要做什么，想表达什么，

关注的是什么。恰好在此时，我获得了亚洲文化基金会的学者交流奖金，到当代艺术的首都纽约。我当时

选择的项目是去读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的研究生，这也并非是我的初衷，因为我对继续上学并不感兴趣，我



只想在纽约驻留的时间足够长，使我能够有充分的机会挑战自己，去体验在一个异国他乡的艺术家的角

色。纽约给了我很好的生活环境，首先纽约是一个聚集了世界上最出色的闯世界的年轻人。它是一个大舞

台，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各种艺术门类精彩的原创。而且纽约是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充满了竞争和生存挑

战，同时也充满了激情和生命力。入学之后，我发现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有非常特别的课程设置，它带给了

我完全不同的学习经验和体会，特别是给我的当代数码科技上补了很大的一课。简单说，我进校的时候是

十九世纪的艺术家，毕业时已是二十一世纪的创作者。自此，我创作的观念性得到加强。我走出自我的局

限性，转向对现代社会和人的在全球化语境下生存的关注:文化情节之间的断层、传统与全球化之间的冲

突、发展造成的环境问题、现实和欲望的失落等等。在这同时，摄影作为一种媒介和工具，具有广阔的概

念和多样性。除静止图像外，我也开始进行了视频、装置等多媒体和综合媒介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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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Worm:您愿意承认自己的创作属于“女性艺术”范畴么?您是否也曾感受到女性创作群体所连带出的不

一样的气质?

邢丹⽂:我首先的回答是NO。我的创作想法从没有从女性艺术的概念出发，事实上“女权主义”这个单词

也不在我幼年成长的字典里。我成长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理念下，从小就接受“男女平等、女人是半边

天”的观念。我们家三代女性从外婆、母亲一直到我和妹妹，都信奉独立、自尊、自爱的理念。我的外婆

是辛亥革命出生，而且是高中毕业，没有缠小脚。从小外婆就提倡读书对于女性是首先重要的，所以她特



别支持我们去不断地上学深造。现在看来，我所追求的“男女平等”，潜意识地与女权主义元素不默而

合。当然在纽约期间也逐渐的了解了许多女权主义艺术家。我认为当你看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时，必须要了

解她(他)的文化年代背景，你才能理解她(他)创作的原因动机和想法。我其实觉得不应该简单的把艺术和艺

术家的作品，特别是女性艺术家作品以归类的方式来进行，因为任何女性都是有很多的多重性的因素而组

合了人本身。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女性和男性由于生理结构的不同导致感情方式和观察世界的角度有一定区

别，但是实际上作为人本身是有很多共性的。所以我的作品中，由于我是女性，自然会渗入女性的特点。

但是我不认为我的作品属于什么女权艺术的范畴。如果我必须对自己进行定义的话，应该首先是人、其次

是艺术家、最后是女人。的确，我也因此而关注过女性创作的作品，我觉得所谓女权主义创作的作品，因

为她们身处的时代和历史阶段不一样，她们面临的是女性平等的问题，从而对女性的不平等来进行挑战。

这里面元素很复杂，女性历史的角色，她的生理角色，她的所属性一直到社会规范。总的来说这个题目是

很大的研究，我觉得像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就很仔细的分析了女性的不同角色和历史而形成对女性

造成的困境以及到后来女性在现代社会如何解放自己的过程。  



“爱之囚”展览现场 红砖美术馆  2017 北京 

Art Worm:因为您刚刚提到了女性艺术有一个生理的基础，是生理的基础决定了后面的情感的生活包括作

品的不同。女性的生理基础在面对当代艺术创作智力的较量，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艺术里面需要一些点子

需要一些智力，您个人是怎么处理这种情感的，包括您说女性生理情感的和当代艺术的关系。您完全可以

从个人的经验个人的创作来出发谈一下问题。

邢丹⽂:其实女性的生理特点，实际上就是男女荷尔蒙的不一样，但是和智力的高低完全无关。情感和智力

的关系并不矛盾。相反我认为女性更加感性，她的敏感度和直觉更是一个长处。大家对我的作品普遍反

映，说我的直觉，我对社会的观察力，对人的问题的敏感性，都从作品中反映出来了。其实这是个转化问

题，女性如何将自己情感的丰富性和敏感性，以及她的直觉的方式，转化到自己的创作的逻辑思维里。现

在经常被人谈起这个问题，因此而引起了我的思考和观察。其实我看到很多的女性因为情感的无法把控，

或者是情感转化不良，而使她不再专注于创作，面对自己而逃跑。而且女性的生理角色，比如说生孩子、

做母亲，她要承担很多男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付出，因此她要把感情投入他者，因为时间精力不足，而只好

放弃自己的需求。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确实挺不容易的，因为如何能面对这些不可回避的因素，不但

能承担自己的义务，还能排除干扰，把握好自己的专注力，这是男人不需要考虑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正因为女性具备超强的直觉和敏感性，我也观察到了很多转化很好的女性艺术家，往往她们的作品在同样

程度上比男性更有力量，更打动人，因为她感性的东西使得她的作品不干燥、很有润度，使同样的主题表

现得更有感染力。我的创作都是来源于自己的生命体验，这与我热衷于观察和思考分不开。我是个很细腻

的观察者，观察生活的日常，观察生命的感受，观察他人，观察自己，特别是观察自己的内心和外界的关

系，分析内心被外界冲撞后的感受。我通常都是以自己作为观察的对象，用自己作为“个体”去理解



“人”和“世界”，从中思考社会性的和人性的问题。而作品完成以后，“我”便消失了，而“人”的问

题却活生生地论证在作品中。

绝缘，系列摄影，2002-2003，尺⼨148cm×120cm / 澳⼤利亚悉尼双年展展览现场 2004



Art Worm: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感性”是否具有内在的从发生到延伸的生命逻辑?如果有，您觉得理性

的阐释能否将它说的很到位，还是说创作型作品的逻辑是一回事，解释型作品的逻辑又是一回事，二者或

许从未有交合过，那彼此对对方又有何意义呢?

邢丹⽂:作为一个成熟艺术家，首先应该明白自己的创作理念和想法，再去以开放的心态、进而实验性地手

段去实现作品。简单说是心手合一，想法不清楚的话，从何做起呢? 在纽约读书的时候，我深刻的感受到

了与国内教育的不同。在国内主要是练手，而在纽约的学校更要求理念的清晰度，而且大量的课堂是讨论

和分享。我在纽约做毕业创作时，论文必须首先通过，才能进入创做阶段。而早年我在国内上学时，做了

很多作品，往往注重在技术或者内容上，而并不清楚自己的理念和目的。而那时的艺术家们往往期待别人

的评论对他们作品进行阐释。一个好的作品往往让观众与艺术家产生不谋而合的分享和互动，首先艺术家

创作的最根本的想法获得观众的领悟，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使他们对同一件作品有不同角度的理解。

其实更多的了解作品背后一些信息，通过解读再去观看作品，当然是有很多帮助的，但是我觉得作品本身

如果它无法传递它最根本的创作想法的话，可能这个作品有点问题。虽然，观众介入一件作品多数是从视

觉和感官的角度去观看作品本身，感受作品本身，即使是一个观念性强的当代作品也不可回避视觉传达这

一途径。虽然观众的层次和水平非常不一样，但是创作者如何通过视觉和传达把自己的理念，通过一个可

视的造型表现出来，是一个艺术家永不停息的挑战。



“爱之囚”展览现场 红砖美术馆  2017 北京

Art Worm:讲了观看跟话语权的关系，尤其是视觉艺术，肯定是以观看为基础的，其他的艺术或者其他的

史学包括文学可能是以话语或者文字为基础的，艺术家还是要以有观看的基础，再伴随着作品背后的动机

也好或者生产处理的意义也好。因为当代艺术对话语这部分或者对指向这部分要求得更多。

邢丹⽂:对，这跟一个社会和国家的艺术教育水平非常有关系，文化水平艺术教育的水平也直接影响到观众

认识更加有深度艺术作品的解读能力。而通常最容易被解读的作品是视觉化强的现代艺术，其中主要是雕

塑和绘画。而视觉上养眼的作品的观众覆盖率会更大。关于装饰性养眼的作品,可能不属于我们当代艺术需

要探讨的题目，因为美术本身就具备这种养眼装饰性的功能。我觉得其实当代艺术不仅仅是视觉表现它的

创造理念，还要对当下政治、经济、文化和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中的各种需要探讨的问题进行反应。同时在

艺术史的角度来说，创作者要有对历史的更新做贡献，而且对新的技术和艺术语言进行挑战和探索等等。

比如新的科技、电子，我们当下生存的设施和材料，都是我们创作课题内的因素。



“爱之囚”展览现场 红砖美术馆  2017 北京 

Art Worm:您的作品涉及到的材料很多，摄影、影像、装置等等，您觉得当代艺术家对每一种材料用不用

有贴切的实践感受，还是说只要能指涉一种观念就行了，您怎么看观念艺术家创作中的技术问题?



邢丹⽂:我认为创作者手上的功夫好是优点，简单说一个有技艺的人，他对事物具备更敏锐的感知力，思考

会更丰富和革新。所以在我的创作中，想法先入为主，再选择相应的方法和手段，同时我还有意识的回避

重复使用同样的创作方式，我的目标是希望自己的每一件新的介入和新的语言。因为我是从绘画背景出身

的，也很善于手工制作，后来一下子进入了全部是数字技术的创作方式，而数字技术实际上更新是很快

的，因此使用新科技的艺术家要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术的能力。虽然我不是一个执着于追求高科

技技术的人，但有一点我认为，如果我不能够了解技术的可能性，我也无法指挥好一个技术人员来为我工

作。所以我一直认为，一个懂技术的领导才能真正的领导好专业性的团队，把项目做得更出色。虽然你不

需要精通于各种事情，但是你必须要了解理论和技术的原理，使之帮助创作的想法达到最大效应，因为这

一切都是创新的因素。



只缘⽣在此⼭中，煤渣和综合材料装置，尺⼨可变，主体主体 600cm×400cm×120cm(⻓宽⾼） 2017

Art Worm:艺术家的创作往往会受到如下几种问题的影响:1.师承，2.生活境遇，3.同辈人的作品，4.理论

家的影响，5.更加未知的灵感，艺术家在讲述自己的创作时似乎更加愿意承认是天命的东西，而不愿意承

认自己受到影响、受制于人。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创作的?

邢丹⽂:每个人的成长，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直接经验很重要，但其实每个人都无时无刻被周围所影响，被

历史被他所接触到的知识体系信息所影响。尤其是美术学习的过程，每个人都是从历史、从已经认可的艺

术家和历史性作品的角度学习过来的。但是，当你作为一个创作者，我认为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

是如何不去重复，如何去创新，如何使你的作品有新意。如果你没有这种自觉的认识和主动的挑战，只能

够成为大师手下的一个模仿者。一个人成长所受到的影响和训练很可能像一个蝉做茧的过程，只有金蝉脱

壳才能脱颖而出。就如我早年上过8年的国内艺术院校，直到毕业才开始做进入“解放”自己的阶段。而

摆脱学院派的枷锁，是非常艰辛的一步。看展览、看好的艺术作品是很重要的学习途径，看不同门类好的

创作会提高自己的眼光和思考的角度。它最终就像是一个无法具体命名的营养品，潜移默化的使你的思路



和眼界更加开阔。但不要忘记带着批判性的眼去质问和审视，也要时刻警惕自己未来创作中的重复性，永

远要想如何能超越的问题。提取作品中精华，给自身补充营养。所以我创作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要模仿哪件

作品，而是从我自己的灵感出发，巧妙的转化自己的想法，进入技术实验和制作环节，期间不断用自我批

判的方式探索新意。  

线，双视频，⾼清，⽴体声，11：30分，2017年/中国⻄安美术馆展览现场 2018

Art Worm:除了视觉艺术、当代艺术，您还关注哪些文艺形式，比如诗歌、戏剧、音乐等?您觉得当代艺术

相较于这些比较主流的文化形式，其优势在哪里体现出来?

邢丹⽂:我个人非常喜欢电影，特别喜欢创作有思想、不商业的导演的作品。在我看来电影是一个非常综合

的多种媒介结合的创作，它由视觉、声音、表演及装置造型等等交互构成，而每个元素又有其特质，使得

创作里要求了大量的技术和人力参与和配合。当然，导演是整台戏的灵魂，他借助各个部门即独立的又不

可分割的元素，来实施和阐释他的创作观念和意图。然而，众所周知，电影制作的综合性也意味着耗资和

不可回避的合作性。



而美术创作相对电影的工作方式就更独立一些，虽然很多大型的装置和多媒体作品也涉及大量的人力和技

术，但是通常的艺术家的工作方式是非常个人行为和少有他人参与。因此，美术创作可以做得极为个人

化，而不受他人影响和牵制。即使当代艺术的手段多样和综合，但是相对电影创作的团体方式，还是

One-man Band。因此作为一个艺术家，有更多的自由度和独立性去工作。而且，它可以通过很小的团

队、很少的人力，很小的制作过程，甚至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去表达非常深刻、耐人寻味、非常有冲击力

的作品。同时，艺术家可以更自觉的抵抗商业性。

“爱之囚”展览现场 红砖美术馆 2017 北京 

Art Worm:今年是当代艺术的四十周年，作为一名很早便开始创作的艺术家，您会常常思考过往么?历史对

您意味着什么?

邢丹⽂:中国的当代艺术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在改革开放后，当代艺术很明显从九十年代的地下状

态转到两千年以来的主流角色，从一个艺术市场的沙漠逐渐进入了繁荣的状态。使得当代艺术不再只是圈

里人的关注，而获得了更多非专业观众的参与。这使当代艺术生态得以良性的发展，鼓励更多的有才能的

艺术家们，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现才华。同时，经济发展也使得我们的作品和世界艺术市场接轨。然而在这

种短期里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艺术市场的接轨，其实也引起了一些困惑和混乱，卖得好的作品是否能够代

表艺术创作的质量呢?而优秀的作品如何能被市场认可呢?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问题。所以在我看来，加强

提高观众和藏家认识和判断艺术作品的水平和质量，才是最好的途径。因此美术教育、美术机构和艺术评

论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和使命。只有观众的鉴赏水平高了，才能够鞭策市场对作品质量做出正确的反馈，减

少误导。这样，好的作品才能获得公正的待遇，糟粕才会被认识。面对今天的艺术发展，我常常想到当年

起步时的情景，那时有艺术界没有艺术市场，艺术家创作的动机是非常单纯的，那就是要做出好的作品，



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想法，要成名。“成名”在那时更多的是理想，很难有钱的可能性。因此，80/90年

代的这批艺术家，打响了中国当代艺术史在国际艺术界的礼炮。任何一个成功艺术家的事业发展都不可能

是一帆风顺的，面临很多的挫折和失败，尤其是个人创作中的“瓶颈”是最大的敌人。对我也是同样的。

一个素质好的有潜力的艺术家要清醒的认识这一点，绝不妥协。挖掘挑战自己的创作潜力，并不断地学习

新的技术和开拓自己的思想，使自己思想不衰老和创作手法新颖。

艺术家邢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