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丹⽂ | 只缘身在此⼭中

正在展出：

“历史的凝视——再访当代中国艺术”正在⽊星美术馆展出，展览邀请了包括邢丹

⽂在内的60位国内具有影响⼒的当代艺术家，以回顾中国当代艺术40年的形式

向观众打开了⼀扇普及当代艺术的窗⼝。

艺术家邢丹⽂

About the Artist:Xing Dan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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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邢丹⽂ ⽊星专访视频

邢丹⽂是中国90年代少数使⽤摄影创作的艺术家之⼀，她的作品⼀直处于中国

当代艺术的前沿位置和国内外的当代艺术舞台上，其作品在国内外频繁展览，

包括美国惠特尼美术馆、法国蓬⽪杜艺术中⼼、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英国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横滨三年展、悉尼双年展等。并被众多重量级博

物馆及私⼈藏家收藏。作为⼀位突出的影像和新媒体创作的艺术家以及杰出的

⼥性代表，她被多次授予国内外重要奖项，2018年获AAC年度Y佳艺术家提

名奖。2019年，邢丹⽂⼜被⽇本芭莎艺术杂志评为25位亚洲艺术⼥性排⾏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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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10名。

参展艺术作品

邢丹⽂ 《只缘⽣在此⼭中》（局部）⽊星美术馆现场

邢丹⽂ 《只缘⽣在此⼭中》（局部）⽊星美术馆现场

邢丹⽂的艺术作品往往关注社会与⼈的⽣存境遇，但是她的语⾔都⽐较含蓄，

⽅法基本也是通过观察⽣存的体验为途径。《只缘⽣在此⼭中》作品中艺术家

依然保持着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警惕，烧煤和⼤型企业的污染造成雾

霾，艺术家在⾃⼰取暖烧完的煤渣中感受到⼀种美感，于是取材于这些烧剩下

的煤渣，在散落着的房屋和正在施⼯的⼯地景观周围⽤煤渣堆起⼀座座“⻘



⼭”，展现她对环保问题的关注。

⽊星：作品为什么取名叫《只缘身在此⼭中》？

邢丹⽂：这件作品材料上使⽤的是煤渣，我⽤煤渣这种⽣活中的废料创作了⼀

幅美丽的⼭河美景。煤渣和⼭⽔美景实际上是很相反的意思，也是我在这个作

品⾥特别想传达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其实我们都在改造⾃⼰的⽣活，改造

我们⽣活的条件，那么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我们的发展中，实际上做了很多

破坏我们⾃⼰的⽣存的基本的东⻄，⽽我这个作品取名叫“只缘身在此⼭中”其

实也就是想指出⼈类在不断的发展建设的过程中，实际上往往做了很多破坏的

动作，⽽这些动作是在⼀个不⾃觉的，没有认识的情况下，做了和⾃⼰愿望相

背的结果。正如“不⻅庐⼭真⾯⽬，只缘身在此⼭中”。

邢丹⽂ 《只缘⽣在此⼭中》（局部）⽊星美术馆现场



⽊星：如何看待当下的艺术环境?

邢丹⽂：我觉得当代艺术在中国已经得到⾮常⼤⼒的推⼴，我们这代艺术家是

从90年代过来的，感觉和当下的状态⾮常不⼀样。今天我们看到的艺术的这

种种类和展示特别多，但是其中也有很多的商业性和装饰性较强的作品。我觉

得当代艺术Y重要的是能真正反映当代⽣存问题和我们这⼀代⼈所⾯临的社会

问题的，这些对我们的发展和未来有相关的问题应该说⾮常严峻的，所以我觉

得虽然艺术创作不能解决问题，但是艺术家可以提出问题⽽引起世⼈的警觉和

思考。

往期经典作品

邢丹⽂⾃80年代末拥有⾃⼰的第⼀台相机后，便积极探索摄影与绘画、雕塑和

⾏为艺术等媒介之间的界限，并进⾏了⼀系列关于城市化进程和个体⽣存状态

的摄影创作。邢丹⽂创作于1993-2003年间的摄影作品《个⼈⽇记》 描绘了

⼀代艺术家的⽣存痕迹。



邢丹⽂《个⼈⽇记》代表作品

作为这群⼈中的⼀份⼦，邢丹⽂通过镜头以私⼈化视⻆捕捉艺术家的内⼼世界

和早年间东村艺术区的艺术实践，数量庞⼤的摄影作品不仅是个⼈的⽇记，也

是⼀部视⻆独特的当代艺术史资料。

⽊星：如何看待艺术创作与社会的关系？

邢丹⽂：科技和社会⼈类的进步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互相作⽤的关系，我

觉得今天科技的发展使得我们的⽣活和思维⽅式做了很多的改变，特别是我们

⽇常的做事⽅式，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今天电脑坏了、⼿机坏了，我们个⼈的⽣

活就塌⽅了，实际上这是⼀个⾮常紧密的关系，科技的发展其实也带来很多的

弊处，我以前有⼀批作品叫做《绝缘》就是谈我们今天的⽣活和电⼦垃圾之间

的关系。



邢丹⽂《绝缘》系列作品

邢丹⽂这批《绝缘》作品共 余幅。在 绝缘 系列作品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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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

⼈的⽣活变化的担忧。她曾经前往⼴东省珠江三⻆洲地区考察电⼦垃圾的回收

问题对周边城镇和乡村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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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缘” 纽约惠特尼美术馆 American Effects 展览现场 2004 年



在2004年开始创作的《都市演绎》摄影作品中，邢丹⽂将故事性的影像元素

融⼊房地产开发商的楼盘模型中，那些空旷的阳台可能探出来⼀个⼈脸，或是

某个楼盘顶处正发⽣⼀桩悬案。在虚构的都市世界中，⼀切⼈与⼈之间的关系

都真真假假穿梭于其中。

“都市演绎” 英国曼切斯特 URBIS 艺术中⼼ 2006 年

在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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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对

城市的热爱，她提出并思考着公共空间、个⼈空间和主体空间之间的现实界

限。

《线》的静帧 双视频影像 ⾼清 ⽴体声⾳效    2018 年



邢丹⽂的双视频作品《线》则揭示了⼈与⼈之间Y根本的关系：爱和困境。作

品的⼀个屏幕是⺟亲充满爱意地专注为⼥⼉织⼀件裙衫，另⼀个屏幕是⼥⼉穿

着裙衫在⾏动中将其拆尽，这种看似对⽴的做法，其实阐述了她们之间对世界

观、价值观和⽅法论的分歧，当两个视频被同时展示的时候，它们之间⼜是互

相认同与⽀撑的状态，进⽽产⽣了更加复杂⽽多层⾯的⼼理关系。

《⽣命处⽅》 视频 · 静帧图 · 2019

“过去我总是对外界充满好奇，现在我却开始对⾃⼰好奇。我想把我⾃⼰当作

⼀个个体，去体会⼈本身最基础的⼀种感受。”在邢丹⽂今年的新作品《⽣命

处⽅》中，她开始思考⽣命和⾃我。作品12分钟的⾏为将镜头对准艺术家本

⼈，她不断地往⾃⼰嘴⾥塞各种药⽚，随着她越吃越多，身体的不适感也越来

越强烈，甚⾄开始出现呕吐反应。借助“吃药”，来探讨⼈的欲望和承载欲望之

间的关系，从⽽揭示⼈类欲望⽆⽌尽所导致的⽣存困境。

从纪实摄影到影像创作，从寻找世界到寻找⾃⼰，邢丹⽂带着⾃⼰对⼀切事物

的好奇，⼀步步寻找着艺术创作新的突破⼝，她说：“艺术家本来就应该做更

多有挑战性的事情，不然就不是艺术家了。”

⽊星：您觉得当代艺术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邢丹⽂：当代艺术家应该具备⾮常敏锐的观察和体验，⽽且应该对社会、对⼈

的⼀些实质问题持有批评性的态度，当代艺术才具有精神层⾯的⼒量，才对这

种物质社会起到了⼀个推进和警示的作⽤。



⽊星：对深圳这个城市有着什么样的期待？

邢丹⽂：深圳是⼀个很新的城市，它没有地域性限制，是⼀个能带给⼈们更多

的开放性和新鲜⾎液的城市；应该说是这个样⼦的⼀个环境对于当代艺术的发

展是基于⾮常有⼒的⼀个环境。⽽且与⾹港巴塞尔相邻，应该是⼀个推动当代

艺术发展很有⼒的地区。

⽊星：谈谈这次参展的感受？

邢丹⽂：我来布展来得⽐较早，⽬睹了整个布展的过程，看到是美术馆的态度

⾮常认真，⾮常的执着，这些天以来看到展览呈现的这个完整性，让我们所有

来参展的艺术家都⾮常的激动和兴奋，所以我特别希望在深圳⽬前还缺乏当代

艺术机构的这种情况下，⽊星美术馆起到它的⼀个引导的⻆⾊，也希望⽊星美

术馆能把当代艺术做得⾮常的存粹、有⼒度。

艺术评论

邢丹⽂的摄影经历从⼀ 开始就向我们证明：她是出于⼀种对于摄影本身的深厚

兴趣与严肃的态度来从事⾃⼰的艺术实践的，她认识到摄影的潜能,并且全身⼼

地投⼊到开发这种潜能的⼯作中去。她以她持续的、可靠的、⽆可替代的专业

经历证明⼈们可以从她的专业经历的轨迹清楚地发现摄影这种现代性的媒介在

她⼿中如何获得当代意义, 中国的现实如何通过她的摄影显影出来。

——顾铮（复旦⼤学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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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和

装置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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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雷克·阿布埃尔菲杜

（TarekAbou El Fetouh, 独⽴策展⼈）

邢丹⽂的作品不以观念性作为表达途径，注重⾃⼰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的经

历来激发创作，这是她⼀直以来创作的⼀个特征，时刻保持对于环境的敏感

性，并提醒⼈类对于不同⽣存处境的警惕。

——王澈（独⽴策展⼈、艺术评论家）



艺术家简介

邢丹⽂出⽣于中国⻄安，现在⽣活并⼯作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中央美院获

学⼠学位，并于2001年毕业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获硕⼠学位。

主要展览经历：

向上滑动继续阅读

艺术家邢丹⽂作品正在⽊星美术馆展出，欢迎前往现场观看原作。

【主要个展】

2019

- 中国北京，博⽽励画廊，“⽣命处⽅”

2017

- 波兰华沙, 华沙当代美术馆, “个⼈⽇记”

- 中国北京，红砖美术馆，“爱之囚”

2014

- 意⼤利⽶兰, Officine dell'Immagine画廊,"UTOPIA"



每个⼈都是⼀个体，因个体才构筑了群体、社会的复杂性和⽣活的戏剧性。所

以，我经常将⾃身转化成个体去看待这些问题。

——邢丹⽂

感谢艺术家⼯作室提供资料

部分图⽂来⾃⽹络

展览名称：“历史的凝视——再访当代中国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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