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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艺术家展望，是在他的个展“埃迪亚物”现场。和大家打过招呼，展望掏

出手机，迫不及待向长征空间的伙伴展示他在门口拍下的照片——两只烟蒂和水泥地

面形成了某种关系。展望喜欢有趣的闪念，在接下来的采访中这一点也被他多次提及。

2019年，展望为艺术项目“生活之内”创作了以废弃家电半成品为原材料的《觉

着》。这一系列作品并不来源于特定想法，不会真正完成，靠“半成”状态相互碰撞，“出

来什么就是什么”。对展望而言，这种“挺飞的”、脱离原有轨迹的创作方式，却让他找到

时机回看轨迹以内。那时，展望正在筹备2020年个展。原本极少展出旧作品的艺术家做

了上百页PPT，梳理自己30年间的创作，想从中找出些“有趣”的东西。在这种情境下，

寻找的过程实际是舍去的过程，疫情的出现也让展望更倾向于给出凝练、非混杂的观

感。最终，22件作品和一部特殊印刷品构成了正在长征空间展览的“埃迪亚物”。

在展望看来，虽然来自不同时期，看上去随机无序，它们却可以被集中在同一话

题上——瞬间的一种闪念被转化成具有物质形态的东西。入口附近的《双系统》（2009）

就是其中一种“埃迪亚物”。“塞尚认为自然界的本质可用圆柱形、圆球形、圆锥形等形

状来归纳概括。”但在长期观察石头形态的过程中，展望发现自然界的本质或许并不是

端正的图形，而是倾斜的平行四边形，因此灵机一动，手工制作了两组端正与倾斜的石

膏模型。在之后11年的时间里，它们都被展望看作是工作室的教具而非作品。直到个展

前，那次由“埃迪亚”引发的造物才重新回到展望脑中，“它其实有点像我作品的一个本

质论”，展望这么说道。

梳理过往素材，
寻找内在逻辑再重新创作，

作品以最适合的状态摆在展厅，
便构成了展望在

长征空间的新展“埃迪亚物”。
对展望来说，这是一次

有趣的再创作，亦是一次重塑
   艺术轨迹的尝试。

对页 当代艺术家展望在他位于北
京顺义的工作室。这里存放着展望
几乎所有的作品，其中一些是在
“尘封”状态，但展望说，其实每一
件作品在哪里，他心里都清楚。

本页上图 工作室中的展望作品，

墙壁上的《镜花园系列-三个对窗
之圆形》（2019），及下方的“素园
造石”系列较早期的作品（2010）。
下图 “埃迪亚物”中的展望作品：

《分形结构  No.3》 (200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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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观众进入展览现场，犹豫该从哪儿开始。展厅深处，展望则站在堆满扑克牌

的大桌前，随手拿起108张纸牌中的一张来。看到牌面上印着自己1989年的作品《黑鸟》

及“遗失”字样，展望说：“遗憾，这件作品不知道被谁给拿走，我再也没见过！”。这桌卡

牌就是记录他1988年至2020年部分作品诞生时刻的《物之边界》。扑克牌可以洗，可以

打散，以这种方式呈现的作品就打破了通常画册的秩序。在《物之边界》中是找不到“大

小毛儿”的，这与“埃迪亚物”不要主体，作品尺寸均匀、等距离排列，不设计动线的布展

方式呼应强烈。“思考到现在，我觉得用均质化的角度来看我的作品更能够产生新的可

能性”，展望解释说，“如果你老有一个主体的话，它其实影响你往前走，这也是牌里的

‘大毛’‘小毛’不用作品做的原因。均质化是为了更往前走，不管你大的小的想法，未来

都有可能。”

但事实上，很容易发现，凝固的均质化对展望来说依然不够。在展览空间中，《禁

忌》《隐形 14#》和《马种学研究》三件作品被他特意安置在感应底座上。当它们在空间

里乱走，与人与物所形成的关系，就和“乱发牌”一样不可知。“不可知”是展望喜欢的状

态。他说，自己的创作不受艺术风潮的影响，灵光常来自“生活中的激发”。所以在创作

每件作品的当下，他总是随性的，对哪些作品可以被分为一类，或哪些作品会成为数年

后的“埃迪亚物”并未有预设。“没有一件事是你能想明白了再做的，做就是想的过程，

对艺术创作来说，想太久再去做，常常会失去了生动。” 
展望作品《莫比乌斯环》（2019）的原材料来自“嫦娥三号”火箭碎片。在创作焊接

的过程中，这些高科技材料十分巧合地，未经计算就形成了一个莫比乌斯环。在展望看

本页 1.《空间弯曲的小宇宙》（2019）及角落的《石膏像》

（2015）2.展望工作室的角落，架子上挂着他在创作中常
常会使用到的制作工具。3.《莫比乌斯环》（2019），《马种
学研究》（2019），《藤蔓》（2013）
对页 工作室在建筑层面保留了原厂房废墟的痕迹。展望
说，等到自己老了或工作室完全弄好，希望能将这里变成
可参观的地方。让大家看到雕塑作品的创作过程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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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最好能长期在一个工作
空间里创作，外界的变化或打断，你也要承受。”



本页 1.展望工作室内一角，台阶通往艺术家的住处。2.工作室
户外石阵，放置展望的石头和石原料。3.建筑外表，工厂废墟残
垣及退让一步的新墙壁。

对页 展望工作室庭院中的《假山石  126#》（2007）。后方的墙由
废弃工厂落下的瓦片修成，所有瓦片都朝向不同的方向，形成
许多如堆砌假山的小台阶。 来，这也是一种艺术的巧合与玄妙。科技是他作品中常出现的元素。“但科技是有时代

性的，我用的所有高科技，其实只是一种创作手段与材料，就相当于画油画的人用管装

颜料。”展望说，“艺术是与人的灵魂和内心世界相关的，科技是完全外在的，无论如何，

艺术的‘样貌’绝对不能差。”

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从小到大”的搬迁历程，展望现在的工作室是在一家工厂

的废墟上重建的。第二次见到这位艺术家，待在工作室里的他更安静、自在、贴近日常，

会告诉我们，某处的水泥地面处理得不好，容易积灰，影响干活。工作室由他亲自设计，

工厂残垣被留下了一部分，全新的墙体则向后退让了一步；在建筑内部，也可以看到残

旧的钢筋水泥柱，老建筑和新建筑以这种方式产生了连接。受到安藤忠雄的启发，展望

在工作室的墙壁上嵌了一块细长的玻璃。光线透过玻璃进入室内，便与横向的钢结构

也发生了反应。个展之前的工作日，每天都有四五十人在这里忙碌，饭点儿到了就浩荡

地奔向食堂。而周末的工作室只有展望和几位工人。空旷，偶尔有飞机的声音划过。工

作室的2-3层楼高处，是艺术家安排给自己的住处。展望的大办公室位于一层，白板上贴

着22件个展作品的照片，在旁边的长桌上，依然摊开着一份《物之边界》纸牌堆，所有关

于“埃迪亚物”的纠结的删减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展望说，艺术家最好能长期在一个工

作空间里创作，但外界的变化或打断，你也要去承受。“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接下来发

生什么，就像是我接一个没太想明白的展览，却能逼出来一个新作品。要相信缘分，相

信这种不可知的东西，这也是艺术家应有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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