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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凌画廊将携艺术家艾域‧克柏达、崔新明、周育正、高倩彤、王卫、袁
远、郑洲的作品参加本次“北京‧当代艺术展”。马凌画廊于2010年在香港
创立，致力为亚洲与国际的新晋和著名当代艺术家在概念美学上建立极
其显要的对话，积极展示影像、装置、绘画和声音等不同领域及创作媒
体的艺术作品。在2016年，画廊于上海西岸成立第二个空间，为合作艺
术家提供更广阔的交流平台。除了为艺术家举办个人展览外，画廊亦突
破界限，不遗余力地与国际策展人合作，促进艺术交流及策划公共艺术
项目。 

法国艺术家艾域‧克柏达（b.1972）擅长挪用、改造、转换现成物，把日
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物件从其功能性中抽离出来，它们
被孤立、被拆解、被堆积或被重组，物件本身的概念被适度消解，在展
览的语境下产生新的语言指涉和审美意义。柏达认为，被用过的物件是
最好的艺术材料，因为它们避免了艺术中对材料的传统诠释，从而更好
的呈现超越物质的精神层面。在作品《毫米绘算纸》（Papier Millime-
tre，2017）中，柏达在一张巨幅的建筑工程纸上按照纹理每隔一毫米行
距用刀刻出刮痕，通过单调而机械的重复动作，最后让纸张呈现出特殊
的肌理。 

崔新明（b.1986）的绘画作品中充满了光怪陆离的超现实感和强烈的宗
教气息。高中毕业后崔新明前往重庆求学，至今一直生活在那里，但家
乡山东省青州市以及他在那里多年的成长经验，常常会以各种形式的意
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有感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别和冲突，目睹了现
代文明进程与农村根深蒂固的自有文化杂交之后的鲜活现场，崔新明产
生了强烈的表达欲望。他曾描绘自己的工作状态：“工作时我最大的兴趣
就是试图用绘画描绘一个舞台，借此去探讨我的境遇和由它产生的困惑”。

台湾艺术家周育正（b.1976）擅长处理美学与社会的双面操作，强调于
视觉造型背后的工作程序，关注如何在既有事物的机制中产生出另类的
操作与思考模式，并在“非典型合作”中产生出相对应的另类利益，同时显
露既定事实的问题。他的创作形式广泛于各种媒材，但多以“中介者”的角
色媒合了他视为“主体”之个人、企业与机构组织，并透过“工作程序”的操
作，例如转移、转让、或是时间、地点的差异，产生出计划的结果，形
成来源与结果间的相互辩证。 

香港艺术家高倩彤（b.1987）作品涉及不同媒介，包括绘画、录像、数
码打印等，透过创作来检视个人生活状态，借此疏理其与城市之间的关
联。她关注和发掘不同图像和物件在居家和城市层面上所体现的特殊功
能及衍生的心理影响，从而理解人们对生活和将来所投注的期望和当中
的情感落差。《尽可能的白》系列中，她搜集陌生者居所的窗户局部图
片，用绘画方式营造电脑修图的效果，除去原有窗花的元素，并把一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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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大楼的栏杆涂成白色，将最原
始的风景——光，呈现在画面之中。
用这一“返璞归真”的过程，来试图
触碰物件美丽、有纪念价值的一面。
而去除了任何视觉介入的事物，让
高倩彤发现，“光”对于居家空间的
影响，以及“光”在物质形式与隐喻
涵义上的呈现。 

王卫（b.1972），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是一位多领域的装置艺
术家，关注物理空间的引导性如何标示出人们自身的生活现实，通过使
用奇妙和出人意料的补充物去改造现有建筑的结构，王卫发展出一套强
有力的介入实践，旨在扰乱人们对于空间的普遍认知，同时开启关于建
筑、劳动和观看方法之间的对话。致力于观察现实，并在其中不断发现
一种常识之中的真实的夹缝和边缘。他观察日常景观中最不被注意的部
分，像个普通人以他们最简朴直观的判断，逐渐构成了我们身处其中的 
世界的庞杂的毫无“中心思想”的样子，这是王卫关心的核心议题，也是我
们所处时代的特点。 

袁远（b.1973）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擅于透过在画布上对室内
和室外空间的描绘，探讨在建筑上人性的痕迹和时间的流逝 。在他画笔
下的往往是寂静无人的空间，带有一种末日苍凉的氛围，观者却能从细
节中感受到一点昔日住客的痕迹。从远看，他的画作几乎细致到和照片
相似。然而，袁远的作品从不代表“现实”，他的主题反而是对时间流逝的
探索，由画中奢华却人烟稀少的空间，和富裕或废弃的状态之间为代表 。
本次带来博览会的两件作品，是为今年6月份袁远在意大利贝尔加莫的特
尔兹宫的个展“Alternative Realities” 而特别创作的。 

郑洲（b.1969）是浙江温州人，1990年代初就读于浙江美术学院（即今
天的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郑洲以绘画记录思维永不停息的流动，推
敲自己对外界信息的接收及反馈，剖析内心幻想和隐秘欲望，一切幽秘
的思维活动，皆以绘画为途径为出口。就风格而言，郑洲的绘画基本属
于表现主义的范畴，崇尚漫不经心、随心所欲的感觉，排除透视，颜色
大胆，线条狂乱，不受困于任何时间空间的逻辑，超越主观和客观的边
界，在一定程度上，可比意识流文学中对灵感、直觉和潜意识的表达，
连绵、多变、跳跃。郑洲画画可能就像常人头脑里面的联翩浮想和绵绵
思绪，意识流动永不停息，郑洲只是快速地将其转化成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