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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育正、許鶴溪、關尚智、劉曉輝、法⽐安·梅洛、娜布其、謝素梅、⿈炳、楊嘉輝、袁遠及鄭波)

⾺凌畫廊在2022年回歸巴塞爾展會，榮譽呈現周育正、許鶴溪、關尚智、劉
曉輝、法⽐安·梅洛、娜布其、謝素梅、⿈炳、楊嘉輝、袁遠及鄭波等藝術家
超過⼆⼗件重要作品。 
  
⾺凌畫廊此次展位亮點包括周育正⼀組新近系列繪畫，此組作品進⼀步發展了
藝術家在2020年疫情爆發時開創的獨特繪畫技法。著於紙張上的極細膩漸變
顏⾊，完全是通過藝術家⾃創的⼿⼯繪製⽅法造就的。在著⾊過程中，藝術家
必須精準把握多種礦物顏料顆粒在平滑義⼤利紙張上的流動狀態，以取得連
綿、富有層次感的漸變效果。在多個紙張上獨⽴完成著⾊⼯序後，藝術家檢視
顏⾊與塊狀的關係，並最終將形狀⾊彩各異的紙張裱貼於畫布上。此系列中的
三聯繪畫作品《三個液態的故事：⽔、淚與汗》（2021）⾸次將此種獨特繪畫
⽅式與詩意語句相結合，以反思當代⽣態狀況、社會現實以及勞動等主題。通
過加⼊探索三種不同性質液態的⽂本，周育正讓抽象作品如流⽔般的形式與主
題內容達到了⾼度融合。 
  
法⽐安·梅洛在過去的⼗餘年時間內不斷探索動物性⽣命、蛻變運動及⼈類與
⾃然的關係等主題；其最新畫作《候⿃》（2022）是他迄今為⽌創作的最⼤
尺幅平⾯作品，回顧了藝術家⻘睞的主題形象：代表了藝術家本⼈的⻘年男性
形象與⼀群⽕烈⿃⾃由⾶翔的愉悅場景。此幅極具代表性的畫作中出現了多個
代表藝術家⾵格的視覺元素，包括穿著條紋⻑褲的詼諧⼈物形象，以及傳統中
國藝術對梅洛的影響⸺俐落、整潔且⼤量留⽩的畫⾯構圖，以及將⾊彩豔麗
的⽣靈轉換為⿊⽩的處理⽅法等。藝術家對⼈類及動物傾注同等的精⼒；⿃類
的⽻⽑、喙與⼈物形象的護⽬鏡與指頭等細節同樣精緻。與梅洛創作的其他繪
畫作品不同，《候⿃》並沒有呈現如⼽雅版畫所描繪的景象⼀般的對峙、包圍
場景，⽽是探索了奇幻、富有童真喜悅意味的和諧共處景象。 
  
⿈炳受紐約新美術館委託創作的最新動畫影像作品《唔好意思遲左覆》
（2021）於2021年「⿈炳：你的沉默鄰居」⼤型個展中⾸次展出。故事的主
⼈公與藝術家同名；他對靜脈曲張的特殊癖好驅使其誘惑⼀名百貨公司⽼年⼥
性經理供其檢查腿部⾎管，並最終陰差陽錯被吸⼊經理⼩腿內，開始了⼀段奇
異的旅程。⿈炳以在⾝體內部的陷阱為隱喻，影射了當今社會的困境，以及⼈
們的孤獨狀況：「假如你有試過遠⾜時誤墜結界，有試過在停⾞場不停轉圈亦
找不到出⼝，有試過深夜在家中的防盜眼和⾨外⼀隻⿊雞四⽬相投，你就會明
⽩我現在的處境。」⿈炳亦在展位呈現同樣出現於「⿈炳：你的沉默鄰居」展
覽中的3D打印牆⾯作品《我是最後的》（2021），作品上的⼆⼗⼋段句⾸押
韻詩句可被視作是激昂的藝術宣⾔，全⾯地涵蓋了藝術家多年來關注的主題及
意象。 
  
袁遠多年來以近似照相寫實主義的⼿法描繪建築及室內空間環境，其最新繪畫
作品《⾃由落体之⼆》（2019-2022）將宏⼤華美的戲劇性空間碎⽚化處理，
在其中添加了如數碼圖⽚錯位⼀般的詭異細節。在此畫作中，袁遠細緻地描繪
了⼀個壯觀歌劇院的內部空間，並以其標誌性⼿法抹去了⼈類形象的蹤影。然
⽽，這空曠、貌似要將觀眾吸⼊其中的空間似乎正在分崩離析：其中的座椅、
包廂或⾼層看台均被塗抹、扭曲，變成了如碎鏡⼀般的表⾯，反射了帶有奇異
光芒、結構複雜的異質空間。窗⼾和鏡⼦常作為與室內環境相符的物件出現在

(⽇期) 
貴賓預展 (只限獲邀請⼈⼠出席):  
6⽉13⽇ - 15⽇ 
公眾⽇：6⽉16⽇ - 19⽇ 

(地點) 
Messeplatz 10, 4058 Basel, 
Switzerland  

(聯絡⽅式) 
office@kiangmalingue.com;  
+852 28100317 

(媒體咨詢) 
Sarah Aiman  
sarah@kiangmalingue.com;  
+852 28100317 

(其他咨詢) 
江馨玲 
lorraine@kiangmalingue.com;  
+852 28100318

mailto:office@kiangmalingue.com
mailto:sarah@kiangmalingue.com
mailto:lorraine@kiangmalingue.com


袁遠的繪畫作品中；通過在觀眾席添加突兀的碎裂鏡⾯情景，他在這件⼤尺幅
作品中挑戰了封閉建築空間的⾃洽性，也通過在構圖下⽅進⾏留⽩處理強調了
畫⾯縱深維度的虛構性質。 
  
⾺凌畫廊展位的亮點還包括鄭波於近年持續創作的⼀系列紙上素描作品。⾃疫
情發⽣以來，鄭波便頻繁前往森林環境中去繪製野⽣植物，對於他來說，這是
⼀種基於有限條件考察、感知並記錄⽣命的⽅式。在寫⽣之初，鄭波嘗試去了
解前⼈及學者們為各種植物取的名字，但隨著系列的進⼀步發展，他便不再執
著於去了解植物的命名⽅式。⾹港地區的野⽣植物往往與彼此糾纏⽣⻑，鄭波
的作品常描繪多種植物共⽣、盤根錯節的場⾯，⽽不是某株植物的單⼀型態。
基於野⽣植物開展創作以及在⾃然環境中實現藝術項⽬的⼯作⽅式，讓鄭波得
以與時節及植物達到⾼度和諧，⽽為畫作按⼆⼗四節氣命名⸺如「⽩露」或
「秋分」等⸺鄭波也⿎勵觀眾超越四季的籠統意識，去考慮⽣命錯綜複雜的
細節元素。  

（關於畫廊） 

⾺凌畫廊Kiang Malingue是⼀家由江馨玲和愛德華·⾺凌於2010年成⽴的⾹港
商業畫廊，曾⽤英⽂名稱為Edouard Malingue Gallery。畫廊致⼒為國際新晉
和著名當代藝術家發展批判性藝術計劃。與畫廊緊密合作的藝術家將審美關注
與觀念性探索相結合，創作包括影像、裝置、繪畫和聲⾳在內的多樣藝術實
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