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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韡、赵刚 

 

2019 年巴塞尔艺术展巴塞尔展会“艺廊荟萃”单元，长征空间将呈现刘韡、赵

刚的近期创作与实践。本月刚刚开启的第 58 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刘韡的两件新

系列作品《吞噬》(2019) 和《微观世界》(2018) 同时呈现于主题展“愿你生活

在有趣的时代”的绿城花园中心展区和军械库两个场馆；而于 5 月 24 日在迈阿

密佩雷斯艺术博物馆开幕的赵刚个展“历史绘画”则囊括其 14 幅极具代表性的

绘画创作，集合了赵刚在艺术和身份问题中显示的多元文化面相。 

 

在近期的绘画创作中，刘韡回归了对有机形式的描绘。如果说曾经的“紫气”系

列以数字化的细节映射出城市发展的积极图景与无限可能，那么最新的“户外”

系列重新检验了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的“自然”及其自然属性与秩序。质朴而奔

放的笔触堆砌成的巨大漩涡令人深陷，刘韡凭借这样的感官困境反观绘画在当下

遭遇的迷失与再定位。 



 
 

 

 

刘韡从个人的视觉经验出发重新检视对向于人类世的思想架构和话语。他结合不

同形状与几何图形的修辞手段直接切入了我们对于生态问题的思考与行动。在长

征空间个展“幻影”（2018年 3 月）中，刘韡塑造了各类环状物、弧面与球体

的动态组合，从而提出了一个世界的形象——地球，一种知识的范围——仍是地

球，以及我们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在人类文明的循环进程中，象征连续、递推的

圆形不仅是抽象的存在，还有我们不断为“加工”圆形所做的工作和努力，聚合

着情感、理性、思维的圈结同时意味着存在的极限。 

由此孕育的“户外”系列未必是对三维空间进行平面转换，却逆向发展出了了系

列雕塑作品《微观世界》——通过另一种解构视角将圆形倾覆，从而体现了来自

技术理性的观看权力。 

 

在最近的绘画创作中，赵刚试图描述并反思中国绘画发展中“文人画”作为一种

理想形式的历史进程。他选择了讲求士气逸格、追求摹古之风的宋元时期进行切

入，尤其是北宋早期的雄伟景象以及元初的超再现表达，来寄寓他面对自己满族

后裔的血缘身份、辗转多年的迁徙经历以及近来社会事件与当下生活现实而做出

的回应。 

中国转型期知识分子问题为赵刚所长久关注，过往作品多有触及影响了上世纪国

家现代性演变的关键角色。在这个脉络中，自南宋衰落经蒙古兴起至元朝统一这

段时间里古典文人士大夫的际遇与处境让赵刚升起更多联想。他就此采用寓象化



 
 

 

 

的处理方式，虚构或戏拟了诸多人物、动物与植物景观形象，以包含其丰富的、

具有鲜明自传色彩的内容。其中，宋朝宗室后代与遗民、元朝官员、书画家赵孟

頫（1254年–1322年）的出身与造诣 

引起了赵刚的兴趣与共鸣。他于入仕（世）与归隐之间的反复在其山水作品中呈

现为一种在构图上的两难之势，并与赵刚一样时有涉猎宗教题材。赵刚参考了由

赵孟頫开创的若干重要图式，随即展开其游荡于个人叙事与时代意识内外的观念

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