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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铁路”是贯穿中国东北大地和近现代历史重要时刻的一条铁路线。现实中的中东铁路是

1896年清朝和沙俄签订的《中俄密约》的产物，它于 1897年 8月开始施工，1903 年 7月正式

通车运营，呈“丁”字型，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起满洲里，南至旅顺，最东延展到绥芬河。作

为一个艺术项目，“中东铁路”由艺术家张慧于 2018 年提出，2019 年由张慧与赵刚二人共同

发起，是两人在各自生命和职业生涯的当下阶段，对自己的故乡——张慧生于齐齐哈尔、成长

于哈尔滨，赵刚是历经全球游荡、目前生活在北京的满族人——以及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意

识形态和美学表达、风土面貌之变迁的回望、调查、思考，以及以绘画为媒介的创作实践。 

项目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行走”，两位艺术家启程于 2019年 7月 15 日，赵刚骑摩

托车从北京出发、至满洲里往东行，张慧坐火车从大连旅顺往西行，双方于 9 天后在哈尔滨相

会，并与一群东北议题的研究者和关心者展开了一系列行走中的研讨。与谈人包括策展人鲁明

军、长征计划创始人卢杰、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王绘等，以及作为“中东铁路：行走”的观察

者和评论员的长征计划。第二阶段伴随着两位艺术家在行走中和行走后各自的创作展开，其结

果便是由长征空间在 2020年深秋呈现的双部曲展览“中东铁路：赵刚”（2020年 10月-12月）、

“中东铁路：张慧”（2020年 12月-2021年 2月）以及相关的研讨活动。 

10 月 24 日，“中东铁路：赵刚”在长征空间呈现，展出赵刚从“行走”的初始阶段至疫情爆

发以来创作的共 102 件绘画作品。赵刚的满人血统及其全球流浪经历，使东北成为他持续探索

身份、历史及文化混杂性的载体。项目最初的作品——6 件大幅写生——始于赵刚在黑龙江横

道河子的风景中产生的绘画冲动，记录了他回到最基础的艺术练习状态下的冥思。这些作品也

作为展览的发端，引出另 96件自疫情以来创作于北京工作室的小件作品组成的河流。空间与时

间重叠，个体身份多次转换，生命经验与历史洪流交织，怀旧与忧郁的流淌，96 件绘画作品分

成四大类，描绘了艺术家生活中的物件、著名或无名的人物、艺术史上重要的图像、以及各种

风景和花草，将现代历史、艺术史以及西学东渐史上的重要时刻与事物组织到艺术家个人生命

的叙事里。整个展览袒露着赵刚的善感与浪漫，既是他个人记忆和情感的直接表达，也是他推

翻既有叙事模式、对绘画语言持续不断的反思。 

“中东铁路：行走”是赵刚在几个月的个人隔离中对绘画在中国的百余年历史及其当下现状的

反思和表态；也是他对既有的创作模式的反叛，从中寻找、推翻、重建绘画的本质在他生命中

的表达。 

“这组作品表明了我对绘画的态度”，赵刚说。 



关于艺术家 

赵刚（1961 年出生于北京），现工作和生活于北京和纽约。年仅 18 岁时参加星星画会——此

团体是最早的前卫艺术家群体，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铺设了重要基石。此后，他留学于欧洲

和纽约多所院校，并于纽约生活、工作二十余年。在此期间，他逐步发展出鲜明的国际化特征，

并创作出风格多元的作品。在 2004年回到北京后，赵刚不断地把焦点投向了他的独特的个人经

历与中国历史之间的纠缠——他既生于此地，却又是陌生的新晋移民。 

赵刚重要个展包括：“赵刚 21st : 色表 / 支架作为历史人类志”（关渡美术馆，台北，2020）；

“历史绘画”（佩雷斯艺术博物馆，迈阿密，2019）；“购买的身份”（长征空间，北京，2018）；

“通往奴役之路 II”（圣地亚哥当代艺术博物馆，智利，2016）；“偶园：赵刚个人作品展”

（苏州博物馆，苏州，2015）；“通往奴役之路”（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