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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邱志杰：记忆考古” 
2007.7.7 - 8.12 
长征空间，北京 
 
798长征空间将于7月7日展出邱志杰自2004年以来在北京的首次个展《记忆考
古》。 
 
展览的核心部分是邱志杰于2006年到2007年期间历时一年多完成的大型装置作
品《纪念碑》系列。 
 
该作品在空间向度上跨越着公共话语与个人密码，在时间向度上则从历史叙述
梳理到当代语汇。作者不厌其烦地将个人记忆仓库中长久回响的语句铭刻在水
泥制成的碑面上，似乎致力于永恒的记忆。却又不断地将碑文用水泥加以覆盖
，将一层层的碑文密封在一层层的水泥之下。在最后获得的极简主义雕塑式的
水泥立方体上，除了侧立面上考古坑一般的痕迹，人们很难想象它们其实是一
些记忆的容器。 
 
作品涉及的内容涵盖了政治观念、报头题词、革命口号、名人名言和手迹、流
行歌曲、私人信件乃至不可读的乱码。形成从公共到个人的渐变系列。首先是
中学历史、政治教材一般尽人皆知的公共知识，到个人经验与公共资讯之间的
过渡地带，再到纯属个人信息的内容，最后经由乱码，出现了一种过分的个人
性，以至于无法解读，反而成为一种公共图像。这种悖论提出了公共记忆与个
人记忆之间复杂关系。通过对于字体风格的过渡关注，这件装置又在另一个层
面上进一步成为书法史和性格笔迹学研究，成为趣味史和意识形态史的交集。 
这样一种笔记体的装置写作模式，几乎应当算作历史记号、社会学标注、美学
和思想史研究。拓印成为证据，拓印更是一种日课。既是内省的修炼，也是对
外的指涉。通过这样一种写作式的制作模式，邱志杰将自己作为文化生产者的
身份又一次边缘化，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总体艺术化”了：既是拥有特
殊能量的的物质的生产者，更是现象的观察者和观念史的旅行者。 
 
足于令人饶有兴致地解读的拓片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那些方正而沉重的水泥墩
子带来的焦虑，却可能也引出了更多的秘密。而更大的焦虑来自另一块没有留
下任何拓印的水泥碑。值得一提的事，这些水泥墩子在展出之后，未来将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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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项更庞大的《造塔计划》中，成为一座塔的地基。 
 
与《纪念碑》系列同期展出的还有邱志杰近期展开的《摄影剧场》计划中的《
合影》系列。特殊的合影拍摄模式之下呈现出的不同身份人群的神貌，同样展
开的是关于个人身份和公共身份定义之间的论述。 
 
邱志杰，福建漳州人，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作
为实验艺术家活跃于当代中国艺术界。身分多种，作品媒材和关注面均极广阔
。尤以中国书法文化的重新使用者和新媒体艺术中中国式的时空观的显现者而
为人所知。邱志杰曾策划国内最早的新媒体艺术活动和“后感性”等影响重大
的展览。2002年作为《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第一阶段活动的执行策
展人，协同总策划人卢杰从事长征的策展工作，并担任过长征空间的艺术总监
。2003年后，邱志杰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综合艺术系总体艺术工作室及中国美
术学院展示文化研究中心，提出建立在文化研究基础上的“总体艺术”理念并
付诸于创作、策展和教学实践。此次邱志杰以艺术家身份再次出现在长征空间
，令人关注。 
 
长征空间还将于下一档期推出邱志杰与中国美院总体艺术工作室学生们完成的
长征项目《为什么去西藏》，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