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千年......來者來，去者去
(藝術家) 張公松

⾺凌畫廊榮譽呈現「兩千年......來者來，去者去」，張公松在畫廊⽥灣⼯作室
空間的⾸個個展。此次展覽與藝術家在洛杉磯當代藝術中⼼舉辦的個展（2023
年6⽉10⽇⾄9⽉10⽇）同期進⾏。在香港展出的作品——包括⼗年前⾸映的
重要影像作品《⼀塊⼟地的旅⾏》等——體現了張公松不斷演變的雕塑及影像
系列作品的最新型態，展示了藝術家長時間貫徹的多個創作⺟題，及其對物質
及運動的時間屬性的探索。
 
在過去的⼗餘年時間內，張公松作為⼀名獨立創作藝術家及「藝術勞動」⼩組
成員因其對歷史、地景及物質性的深入探索⽽為國際藝術界所熟知。他強調其
創作材料的⾃然屬性及在地屬性，以精細的⼯藝製作纖細或厚重的聖物式雕
塑，追溯歷史與未來的連接路徑。Caroline Ha Thuc在策劃2018年「神話的建
構」展覽時討論了神聖精神空間以及由政府及私⼈企業基於現代性及發展原則
建立的另⼀套信仰體系之間的衝突；她指出，張公松的藝術實踐集中關注了這
種衝突：「張公松的裝置及雕塑作品體現了此種⽂化衝突態勢，結合了多個混
合使⽤⾃然材料的覓得物件，將其神聖化處理，通過豐富的形式雜糅本⼟宇宙
學及外來技術產物。他的藝術深受其⽣長環境——越南中部⾼原地區——及本
地傳統價值觀所影響。」此次展覽中的整體裝置作品《兩千年......來者來，去
者去》結合了於2018年展覽中⾸次出現的四個獨立雕塑作品：《⼟地》；《由
原始到⽂明》；《不斷成型變形》；《從早就失去的⼟地到⼟地⽇益減少》，
以及《不斷成型變形》。
 
《⼟地》的主要材料是越南⾼地的紅⼟，孤立地描繪了與具體⾝體相脫離的、
呈禱告姿態的雙⼿。此件作品即展示了藝術家對不同宗教、⽂化的差異及相似
性的興趣——他常通過具象作品探索蘊含在象徵符號中的異同。《由原始到⽂
明》是⼀架拼湊⽽成的儀器，通過傳輸線將⽯頭、蜂巢、⽊塊和天線連結在⼀
起。它將製造機器的技術發展理念與⾃然環境重新相連，以無線電⼯程學與昆
蟲的組織架構相提並論。《從早就失去的⼟地到⼟地⽇益減少》在型態上與
2018年展覽上的《推翻的痕迹》相似，也近似張公松另⼀組名為《紅⼟旗幟》
的絲綢繪畫作品相似。掛在霓虹燈管上的塊狀物像是動物的⽪，但事實上是長
時間吸收了越南⾼原紅⼟⾃然⾊澤的塑料肥料袋。張公松：「⼟地如魂靈般縈
繞；只要它纏住什麼事物，它就將⼀直牢牢抓住這物件。永恆的⾃然和⼟地吞
噬了、緊緊地把握住了這充滿臨時感的、被遺棄在⾃然環境中的塑料。塑料逐
漸變成⼈造的⽪膚，把⾃然嫁接⾄其體內——就像是繪畫⼀樣美麗。」作品標
題也被印在這⼀層混合⼟地—⽪膚之上。構成《兩千年......來者來，去者去》
的最後⼀件作品《不斷成型變形》是⼀個拼湊⽽成的神壇，挪⽤了⼀個不知名
的⽯膏雕像、⼀把鏟⼦，以及塗成⾦⾊的蟬蛻。這作品不僅直接模擬了神話形
成的過程，也通過納入蟬蛻強調了短暫⽣命與永⽣願望的關係。
 
《兩千年......來者來，去者去》中的四件作品代表了張公松藝術實踐的多個⾯
向，也共享了藝術家對天氣及⾃然的⾼度關注——此兩者是超出了⼈類控制範
圍的因素，卻⼜對實體藝術作品的型態及本質施加著深遠的影響。張公松如此
看待歷史和時間留存在藝術作品中的痕跡：「植物、昆蟲、⼈類、⼤地......⽣
命在藝術作品的物質性中留下蹤跡：波浪式的、流動的、起伏的、溢出的、沸
騰的痕跡......這些痕跡是暴戾的、富有攻擊性的。」
 
此次展覽還將展出張公松影像作品《⼀塊⼟地的旅⾏》。這⼀長達30分鐘的影
像作品探索了天氣與時間的具⾝經驗，同時也檢視了社會⽣活及⽂化⽣產中的
儀式。作品聚焦於⼀位在紅⼟地上進⾏農耕活動的⼈；他在影⽚中與⼀塊碩⼤
的異物維持著親密、嚴肅的聯繫，⽽觀眾將逐漸發現，這異物是滿是⽩蟻的巢
⽳。男⼈幾乎從不讓這巢⽳離⾝，對它展示了如愛慕、友誼或崇拜⼀般的情感
——撫摸、合作、祈禱，⼀同經歷時間。張公松認為，「兩千年」這⼀抽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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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既可如⽩駒過隙⼀般，⼜可被想像為不休不⽌的永恆。關於此次展覽集中探
索的時間維度，張公松：

每⼀次展覽都是時間經驗的來去反覆。
展覽中的作品提供了⼀種別樣的⽅式以描繪時間這個主題，描繪⼀
種情景、地貌、社群，去找到出⼝......它要求⼀種更為緩慢的、深
沈的觀看⽅式。匆忙的來去運動無法向我們展示事物真實且深刻的
本質。此次展覽可在時間的長河中體驗，從⼀個維度滑向另⼀個維
度，在幻想、幻象、狂亂景象中游離......對徒勞地抹去時間或控制
時間的努⼒報以⼀哂。
來，去。
永恆不過眨眼間 

（關於張公松）

張公松出⽣於 1986 年，在越南中部⾼地多樂省的少數族裔群體中成長，在 
2010年畢業於胡志明市美術⼤學漆畫專業。張公松的研究興趣包括科學、宇宙
學、哲學和環境研究，作品涉及多種媒介，包括影像、裝置、繪畫和現成品
等，反映了其對現代化進程帶來的⽂化及地緣政治轉變的思考。這種深入思考
具體體現為他對⼟地⽣態、信仰或神話演變過程的關注。他也是「藝術勞動」
（成立於 2012 年）的成員，該⼩組的主要研究⽅向是視覺藝術和社會/⽣命科
學，旨在通過各種公共環境中的藝術和⽂化活動向⼈們提供另類、非學術性知
識。
 
張公松作為獨立藝術家和藝術⼩組成員在越南及世界各國進⾏了廣泛的展覽。
近期展覽包括「The Sap still runs」（2019），San Art，胡志明市；曼⾕雙年
展（2018）；「Between Fragmentation and Wholeness」，Quynh畫廊，胡
志明市（2018）；「A Beast, a God, and a Line」（巡迴展覽），Para Site，
香港（2018）及現代藝術博物館，華沙（2018）；達卡藝術峰會，達卡
（2018）；第 57 屆卡內基國際藝術展，卡內基藝術博物館（2018）；
「Cosmopolis, Collective Intelligence」，蓬⽪杜中⼼，巴黎（2017）；
「Soil and Stones, Souls and Songs」（巡迴展覽），Para Site，香港
（2017）及Kadist，舊⾦⼭（2016）；「Across the Forest」，與Flying 
People 3共同為Project Skylines創作的藝術裝置，Nhà Sàn Collective，河內
（2016）；「Gestures and Archives of the Present, Genealogies of the 
Future」，台北雙年展（2016），及「Ghosts – Spies – Grandmothers」，
SeMA雙年展Media City，⾸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