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無⽔之海的 
地理詩學

(藝術家) 娜布其

⾺凌畫廊呈現娜布其於畫廊舉辦的第三次個展「關於⼀⽚無⽔之海的地理詩
學」。藝術家以作家陳思安為此次展覽創作的同名⼩說為基礎，創作了⼀系列
雕塑及裝置作品，探索滄海桑⽥之轉變、時間與記憶、精神與信仰，陸海之
別，以及⽂學與雕塑的互⽂關係。 
  
娜布其於2022年北京雙年展之際⾸次與陳思安合作，基於後者的短篇⼩說集
《體內火焰》創作了包括《線頭》、《對稱（居所和墓室）》在內的多個型態
各異的雕塑作品。「關於⼀⽚無⽔之海的地理詩學」展覽的基礎，是另⼀次更
為深入、緊密的合作創作過程：娜布其⾸先委託陳思安前往香港進⾏在地研究
並創作多章節⼩說，隨後基於⼩說進⾏創作，⽽陳思安也在雕塑作品成型後續
寫⼩說內容。此次展覽的標題即來⾃⼩說標題，⽽各件作品的標題也直接來源
於⼩說內容。娜布其長期藝術實踐中可⾒對中國及歐洲多種⽂學傳統的關注
——從蘇格蘭作家沃爾特·司各特的《⿊侏儒》到魯迅的《秋夜》等，⽽「關於
⼀⽚無⽔之海的地理詩學」則是⽤⽂字塑造雕塑、⽤雕塑改寫故事的嘗試。 
  
⼀組共六件「⼈如何向海索取它沒有的東⻄」系列作品以曖昧的精確型態重新
想像陳思安⽂中通過欲求所連結的海陸關係。這些纖細的雕塑狀似⾸尾難辨、
不對稱的⼯具或武器，⼜像是某種鑰匙（陳思安：「對於未來之⼈，他們得以
瞭解此地的唯⼀途徑，即是敘事。即是故事。即是鑰匙。」）。娜布其希望這
些作品微⼩沈靜得「像是無物的存在」，⼜在其上點綴了在香港各處拍攝的圖
⽚——包括維多利亞公園⼀景、海鮮市場⽔族箱、海灘及維多利亞女王像等。
以地理及地⽅歷史為隱喻，陳思安的⽂學作品通過奇異的⽅式回溯了⼈及非⼈
⽣命在逃離陸地或⼤海之時發⽣的轉變過程，⽽娜布其製作的物件則將作為遠
⽅的香港與其⾃⾝重疊。 
  
娜布其在近年的藝術創作中頻繁使⽤現成圖像，通過或突⺎或順暢的結合⽅式
將圖像與雕塑型態合⽽為⼀。四件「上岸找路的⿂」系列作品延續了藝術家⾃
2017年「寒夜」展覽以來不斷拓展的燈光雕塑形式，並⽤現成圖像覆蓋⾼度可
達兩⽶有餘的雕塑結構。藝術家⾸先將圖像打印⾄收藏級相紙之上，再將圖⽚
褶皺，最後在相紙表⾯反覆刷抹透明樹脂，以塑造既乾癟⼜飽滿的奇異海洋型
態。 
  
在陳思安的⼩說中，「地貌整理學家」是⼀位事無巨細記錄世間所有地貌的異
⼈，⼀位耐⼼、冷靜乃⾄冷酷的地貌變化觀察者。在他⽇復⼀⽇繪製的隱密圖
紙上，「千年之前流淌過的溪⽔橫穿刺破雲霄的摩天⼤樓，爛泥遍布瘧蚊滋⽣
的泥沼⾥矗立著電線密布的發電廠，⾞⽔⾺⿓的鬧市街區之下翻滾著滔滔向前
的運河……⼀層⼜⼀層的地貌曾如⽪膚緊貼著軀乾那樣死死貼合著⼤地，⼜在
將乾枯未乾枯之際被⽣⽣剝去。」娜布其的雕塑作品《地貌整理學家》部分延
續了她⻘睞的「遊戲桌」型態，以泥塑整體鑄造的⽅法創作了⼀張厚度僅為3-
5毫⽶的輕薄鋁質藍圖。對於娜布其來說，這作品「既脆弱⼜層積，混為⼀
攤，無法分辨。」抹刷樹脂及泥塑等處理過程不僅回顧了娜布其在過往創作中
更為顯著的⼿⼯勞作特質，也呼應了陳思安⼩說對⾝體、觸感、特異⽣靈的關
注——在《關於⼀⽚無⽔之海的地理詩學》中，⼀塊頑⽯如此描述它和⼀隻鸌
⿃的友誼：「夥伴的語⾔，是⾝形，是衝刺，是奮⼒捲入浪潮。我的語⾔，是
亙久，是堅固，是難以察覺的顫動。」 
  
在⾺凌畫廊頂層露台區域展出的作品《牠》對應了陳思安多個章節中的嬗變族
群：渴望上岸⽣活的⿂，以及逃離陸地在海上⽣活千年的疍家⼈。疍家⼈是⼀
種以船為家的獨特漁⺠社群，有學者追溯其源為古越族，因不肯為秦虜，於秦
朝開始就有群體逃亡入江海。在陳思安筆下，最後的疍家⼈散發特殊⽽新鮮的
香氣，桀驁不馴，不屑於宋⼈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對疍家⼈的妖魔化描
寫，卻⼜拾後者牙慧⾃詡「浮⽣天地間」。娜布其的《牠》既以藝術家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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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風格反思了現代雕塑在物質及形式層⾯的多個傳統，⼜塑造了頑固且柔軟、
堅挺⼜中空的⽭盾形式——⼀種與「鑰匙」或故事相對的結構。 

（關於娜布其） 

無論是被我們視作是真實的事物，還是我們與物件及物質相作⽤過程的⼼理本
質，都是娜布其（1984年⽣於內蒙古，現⽣活於北京）藝術創作的長期主題。
從⼿⼯塑造的雕塑作品，到應⽤了⼤量現成物的裝置作品等，娜布其的藝術實
踐⼀直牽引觀眾前去觀察細節及語境，去適應並考慮虛構與實在之間的複雜關
係。娜布其由此建立的領域強調我們對周遭世界的理解，並將我們引入關於空
間政治的探索之中去。娜布其探索視覺現象、觀察的維度，以及我們接受並質
疑的既成現實。通過討論⾃然、私⼈空間等熟悉的主題，娜布其將觀者引入關
於「在場」的思辨之中，讓觀者反思其感知⾯對之物在當下、過去及未來狀態
的⽅式。娜布其的龐雜裝置作品因此指向了我們的認知習慣，並以智慧及戲劇
性⿎勵我們反思既定思維模式的意義。娜布其於2013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
現⽣活⼯作於北京。其近期展覽包括：「娜布其：綠幕遊戲」，（⽊⽊美術館
798館，北京，2024）；「⼀切都回到了開始的地⽅」，（⻄岸美術館，上
海，2022）；「鏡像：中國⾝份的轉變」，（亞洲協會博物館，紐約，
2022）；「摸著⽯頭過河：第⼀屆迪⾥耶雙年展」（2021）；「暗光」，（昊
美術館，上海，2020）；「格物致知。或⼀則關於噴泉，磚，銻，硬幣，
蠟，⽯頭，⾙殼，窗簾和⼈的故事」，（廣東時代美術館，廣東，2020）；
第58屆威尼斯雙年展（2019）；「寒夜」，（UCCA當代藝術中⼼，北京，
2017）；「缺失的段落」，（Museum Beelden aan Zee，海牙，2017）；
「球場」（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北京，2017）；第⼗⼀屆上海雙年展：「何
不再問？正辯，反辯，故事」（2016），以及第⼗⼀屆光州雙年展「第⼋種氣
候（藝術做什麼）」（2016）。2016年，娜布其入圍華宇⻘年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