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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CA Edge：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UCCA Edge直播间，我们的美术馆正在展出德国艺术家的

展览“托马斯·迪曼德：历史的结舌”。我们在展期内邀请了四位嘉宾进行特别导览，今天我们邀请到

的是青年学者刘艺，她将带领我们一起在展厅里细读托马斯·迪曼德的作品，与我们分享在图像与事

件中的真实，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刘艺。

刘艺：非常感谢梦妮邀请我第二次来 UCCA Edge做导览，这次导览其实在今年年初就已经跟我沟

通过，但也由于疫情的事件，这次导览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才能落定。感谢你们让我再次有机会来讲

一些我对于这次展览的思考。

UCCAEdge“托马斯·迪曼德：历史的结舌”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当我们首先走入到这个场馆的时候，其实这个展览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幅是托马斯·迪曼德应用

了樱花这个图像创作的。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托马斯·迪曼德这位艺术家的一些创作手法，他主要是制

作大型彩色照片，照片拍摄的是按照事物的真实大小来制作的纸张模型，这些模型其实是有一个真实

场景作为其指向，也就是说都是有 source image（图源）的，至于图源就是他在各种社交媒体或杂志报

纸上看到的荧幕影像，构成了他一部分灵感来源。虽然这幅《樱花》作品可能需要大家稍微将视线往

上移去看，但我在夜晚的时候路过这边，看到楼下的曲阜路地铁站四周的建筑其实也都铺上了托马斯·

迪曼德的这幅作品，所以我觉得其实展览不一定从场馆才开始，可能当观众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就

已经进入到了托马斯·迪曼德的这场展览。

我在 UCCAEdge官网听了与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开幕对话直播回放，本次展览的策展人道格拉斯·福

格尔特别讲到了展览题目“历史的结舌”（The Stutter of History），他之所以会想到“Stutter”这个词，

是因为他在七八十年代听的英国后朋克摇滚乐队 The Fall，这个乐队在那段时期创作了一系列音乐实践，

这些实践是把声音以一种断断续续、不连续的感觉呈现给我们。托马斯·迪曼德的这场展览是以纸张

作为媒介，展现的是历史的一种不连续的、结结巴巴的，给人一种不太能串联起来整个意思，但又好

像在诉说着历史某种真相的感觉。

这幅作品的名字是《跳水台》，托马斯·迪曼德的作品大都是以真实场景作为模型，但是这幅是他

唯一没有按照真实比例去做的一件作品，但这幅作品后来可能会让人联想到里芬斯塔尔拍摄的关于运

动会上的一个跳水台的场景，然后在 UCCA Edge也有讲述这些历史图像背后的真实故事是怎样的。当



然也看到，从这样的视角去看这幅作品时，可以看到这些纸张模型其实是有一些折痕的痕迹，当我们

以为这是一个真实的跳水台建筑时，其实会发现作品中有些暗示这并非一个真实图像的艺术手法。

我们进入到展览中有关于一系列历史图像的空间，《房间》这幅作品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所谓

的“事件图像”，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场景时可能会意识到这里发生了一场灾难，或者是一些不可抗力

对一个完整空间造成了一系列的破坏，但是这个不可抗力究竟是什么，我们在这幅图像上是没有办法

去揣测出来的。这样的图像是一个结果，当我们思考这个图像呈现为如此的原因时，却找不到那个因

果关系的连接，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幅“事件图像”，也就是说它将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链条切断了，然后

让我们去思考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托马斯·迪曼德的很多图像都是由历史中一些著名事件串联

起来的，我们可以在展签介绍上去看到图像原本是什么样的。据托马斯·迪曼德所说，《房间》这幅图

像其实是他小时候对于德国历史的一个特别的印象，因为他的教科书上总是反复印着这幅图像，所以

这个灾难场景就在他的思考当中留下了印记，他也会去用这样一种形式讲述更多的历史的事件。

这幅作品的名字是《档案》，我们看到这种被封装好的纸质盒子的时候，会去想这里面可能是电影

胶带或者是一系列机要的文件。这幅图像上有一个光源的设置，从旋梯一直往上，我觉得这里可能就

是在暗示，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地下空间的时候，其实有许多纸质的文档潜藏在此，等待我们去发掘，

但我们可能需要一种进入历史文档和影像的方式。托马斯·迪曼德作为一个纸张艺术家，以这种建造

纸质模型的形式，对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事件有一定的思考，这是他主要的一个表达形式。

这幅图像是《楼梯》，我在看作品介绍的时候发现我和托马斯·迪曼德其实是校友，我也是伦敦大

学金史密斯学院毕业的，《楼梯》讲述了托马斯·迪曼德在少年时期就读学校的一个回忆场景。我就在



想这个图像特别像金史密斯学院图书馆的一个旋梯。当我看到这幅图像的时候，它引起了我对于我去

留学的记忆的一个反思。我去翻出这个图像时发现这个旋梯其实是绿色的，也就是说托马斯·迪曼德

本人可能没有完全按照空间原本的状态进行还原。但当我看到这幅作品时，我也回想起我少年时就读

的金史密斯学院的楼梯确实就是如此的。

《窗》这幅作品没有太多人介绍，我在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发现这幅图像跟我们整个场馆的墙

壁形成了一个语言的呼应。这次展厅的墙纸其实也是托马斯·迪曼德的作品，如果这是托马斯·迪曼

德使用的一个艺术源语言的话，那其实他对整个场馆都是按照一个纸张模型的思路在设计。当我们走

入这样一个场馆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些墙壁上的壁纸是按照深浅的颜色，好似形成了纸张嵌进墙壁的

图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也似乎行走在一个历史的时空当中，而这些图像和我

们一样，也是被嵌入到这个空间里面的。

UCCAEdge“托马斯·迪曼德：历史的结舌”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这幅是《演播室》，我在看这个图像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托马斯·迪曼德的这几件作品是没有边

框的。我们看很多其他摄影家的艺术作品时，会发现边框是非常凸显的，如果去掉边框后，图像可能

是平平无奇的。而在托马斯·迪曼德这几件作品中，其实是没有运用边框的话语，他在设计观众观感

时，就让我们意识到图像虽然被抹去了可以解读的符号信息（比如这是一个演播室，可能作品中这里

是一个主持人的名牌，或者后面是有一个节目的标识），但当我们去看图像的时候，又会感到似曾相识，

想要把这幅图像指认为我们意识当中的某一个演播室的场景，在这样的情感转化中，这些图像会唤起

我们主动去指认的行为。

之前也有几位导览嘉宾讲到，这次展览的展厅墙壁上所有的纸张折痕，是非常严丝合缝地贴合了

建筑的设计，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建筑本身有的一些标识，比如这个出口的标识，其实也在反复提醒

着我们，我们所处的依旧是一个真实的环境。

UCCAEdge“托马斯·迪曼德：历史的结舌”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这幅图像叫《洗碗槽》，好像与前面的历史的图像没有特别强的连续，这个更像是一个小品，我在

读托马斯·迪曼德相关的艺术评论时，了解到这幅图像其实是托马斯·迪曼德想要一个完全纯粹纯真

的洗碗槽，但他自己没有办法在自家厨房做出来一个这样的洗碗槽，于是打电话给他的朋友，请朋友

把家里的洗碗槽拍给他，然后他制作出来了这样一幅图像。

在观看展览，感受托马斯·迪曼德的艺术语言时，我们可以去稍微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把真实正

在发生的历史叫作“历史 1”，被纸质的文档媒介图像记录下来的历史叫作“历史 2”，那么托马斯·迪

曼德借鉴历史原本有的图像，用纸质模型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大小（当然最后这些模型大多数是会被销

毁），他再将所做的纸质模型拍摄下来，他所选用的源图像（source image），也就是“历史 2”的图像，

并不是他对整个历史思考的终点，而是起点。当我们开始审视这样一个让我们思考历史的行为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在建构一种我们的历史真实。前面讲到边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艺术史话语，但托马斯·迪

曼德选用的却是摄影的表示形式，也就是去除了边框。所以我去理解他的摄影作品中想要表现的东西

是，首先移除了“历史 1”中的历史真实，其次通过纸张模型的构造和销毁移除了“历史 2”，也就是

对“历史 2”建构历史的一种拒斥，而当我们观看这个似乎是剩余物的图像时，得到了我们的“历史 3”，

也就是事件—图像。

这幅作品叫《舷梯》，看到这样一个似乎是等待着什么人出现的画面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禁也会回

想起在刚刚当代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在我们的印象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记

忆。托马斯·迪曼德所有这些图像，其实都有对解释性阐释的一个拒绝，比如这里两幅作品的呼应特



别有趣。《计票》是根据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拍到的一个照片制作的。美国大选的时候需要通过在票

据上打孔，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计票行为，跟我们在选票上写名字的方式不同，写上自己的姓名可

能带有一些个人色彩，但打孔很好地将所有的投票行为都变成一个扁平的、可以统计的形式。我们去

观看作品的时候，发现托马斯·迪曼德的这些图像是有拒绝解释的感觉，因为在作品上其实没有任何

数字或姓名，这些票甚至没有打孔。当我们想要去解读的时候，他其实是想我们以我们的经验去补足

这个图像。所以从这样一层交互上看，当我们在这个场馆当中去思考这些历史图像的时候，这个行动

其实是最重要的。《计票》作品上没有打孔，而《钉板》作品则全是孔洞，但这些孔洞是非常粗糙的，

可以看到艺术家做得非常的模拟现实，有些孔并没有被打完全。这块区域的布局，可能是托马斯·迪

曼德想要这两幅图像形成呼应的一个巧思。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林中空地》这幅作品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它只是一个自然的图

像。当然根据托马斯·迪曼德一贯的风格，我们可能也会知道这个自然图像是没有现实中这样一个地

方存在的。我记得托马斯·迪曼德在背景介绍中说，这幅作品中的每一片树叶和枝干的形状，全都是

他自己去模仿现实而做出来的。但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中，就像这种阳光透过树叶的丁达尔效应，其实

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完全这样的，但他唤起了我们的一种思考：所谓的自然，应该被呈现为如此。

《实验室》和《管风琴》这两幅作品，是托马斯·迪曼德关于想要消除声音在场的事件，我觉得

这两幅关于声音的图像是比较有意思的，和其他作品不太相同。《实验室》描绘的是一个消声室模型，

一种旨在抑制所有回声的装置，也就是说消除以前声音的所有痕迹。托马斯·迪曼德想要凸显的，可

能是声音曾经在场，但此刻不复存在了，以声音在空间中曾经留下痕迹的方式显现。在《管风琴》的



画面中，可以看到非常细节的管风琴的每一个孔道，声音会从孔道当中去流露出来，但我们的肉眼其

实是没法看到声音是以一种怎样的轨迹传播的。那这个管风琴就可以让我们想象，声音可能是朝上流

动，然后再充斥到整个空间当中的。

UCCAEdge“托马斯·迪曼德：历史的结舌”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关于这幅《楼梯平台》，还可以拉回到我刚才说的“事件图像”，我们去看作品就会发现这肯定是

在一个美术馆发生了一个事故。当我们去看作品的真实背景时会发现，这个其实是非常贵重的一个明

代的花瓶，被游客不小心给打碎了，因为它可能被放在这样的一个拐角，游客没有注意到。但是当我

们去看这个图像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打碎了这个花瓶，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这种不确



定的状态下，当我们想要去知道究竟是什么打碎了这个花瓶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去思考这个图像背

后的历史。整个展厅第二层主要是以讲述历史图像为主的设计，与楼上的“日常”系列会形成一个比

较有趣的呼应。

在托马斯·迪曼德关于“日常”系列的阐释中，讲到了他把这些图像当成是写一首首小诗的心理

状态，完成一系列像是速写一样的模式，他制作每幅图像都不会超过一周时间。这些图像的 source image

主要是托马斯·迪曼德在他散步旅行过程中用手机拍摄的照片，也有部分来自于类似 Instagram等社交

网站上的图像，托马斯·迪曼德觉得很有趣，就去制作了纸质模型。当我们看到这些图像的时候，会

发现“日常”系列和他的历史系列有一定的断裂，这可能暗示了图像在他所经历的历史感比较厚重的

时代，是以“事件图像”的形式来传播的，而我们当代的图像可能记录的是一些更加微小的事件，这

些事件组成了我们的日常，并且我们的日常是通过这些微小事件的一种图像形式进行流通的。

UCCAEdge“托马斯·迪曼德：历史的结舌”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这一幅“日常”系列图像呈现的是浴缸旁边的一块肥皂，作品的名字是 yellowcake，我觉得特别有

趣，虽然很简单，但当知道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纸质模型曾经存在，我们看到的其实是纸质模型的一

个图像的时候，会很喜欢这些巧妙的日常。就像托马斯·迪曼德所说，“日常”系列作品如同俳句，在

对我们的日常进行叙述。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日常图像时，可能会想，这里面存不存在一种事件的感觉

呢？我觉得其实也是有的，就像这样一个贴在墙上的链条，它的这种纸张的弯曲并非原本如此的，可

能是有一个曾经外在的力量，可能是风把它吹得这样卷曲，可能是有人在撕纸张的时候造成了这样一

个弯曲，也就是说托马斯·迪曼德把一些人的行动对事件造成影响的痕迹表现出来了，在他所有的图

像中其实是把主体本身进行了抹除，他设计了我们观察图像的感受。

这一幅《保险库》的图像背景是来自于一桩丑闻，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家族，在排查他们家地下室

的时候，发现其中有非常多名贵的艺术品，包括马奈这样的画家的作品也被存放在如此狭小的地下室

中，这其实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这个场景中有很多画框，虽然没有把画作内容特别暗示出来，但我们

会知道每一个画框所代表的就是每一幅价值连城的艺术作品，并且这些艺术作品原本应该展出在美术

馆这样的空间当中的，却以画框的形式被尘封在了一个地下室里面。当我们去看这幅图像的时候，发

现画面中其实是有一个景深的，而其他的作品图像上都会有比较平面性的因素。我觉得这个景深的设

计，可能是艺术家想去对艺术品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性进行一个描绘。

这幅《照片亭》其实也是体现了当代影像艺术的一个实践模式，当我们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可

能很快就能明了这样一个场景的设置是为了什么。我觉得关于这幅作品的很多解读非常详细完整，也

给了我很多其他的启发，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细致地读一下。我的建议是大家先不要去看这些解读，



等到你全部浏览完作品，有了自己的印象和感觉的时候，再去看你被唤起的对图像的情感与图像原本

真实的历史，可以对比一下这二者之间的一个冲击。

UCCAEdge“托马斯·迪曼德：历史的结舌”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这幅比较小的图像《金条》可能暗示了一种货币的形式。不管图像中可能是怎样的历史场景，最

后都是可以被以一种货币的形式去置放在这里的，因为我们知道货币需要流通，就应该把所有事物以

价值的形式呈现出来，也就是说把所有事物的一些特点给压平了。就像这里的金条一样，色彩非常光

滑，当它去模拟真实事物时其实是有一种扁平化，让事物不知其根源，然后这个图像可以迅速进入到

一种流通当中。



这个空间当中，另外两幅都是比较重量级的作品，看到这幅《洞穴》，有一些哲学背景的人们可能

一下子就会想到柏拉图的“洞穴说”，我们都是在洞穴当中的一些人，需要走到外面去感受光明知识的

力量，这样一个隐喻在哲学史上其实有无数的版本。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空间看这幅图像的时候，就

觉得这幅图像和我自己家乡真实的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的景观其实非常类似的。但我们去很细致

地观看作品的时候，会发现纸质模型上的像素格，因为它是用 3D建模打印的，制作出来的纹理都暗示

着背后其实是数字化的形态。虽然这幅图像的表面内容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景观，但暗示的其实是背后

的数字化作为构建事物的基础资料。为制作这幅作品，托马斯·迪曼德用了 36吨重的硬纸板，这是一

个非常厚重的作品，想要我们去看清楚自然内部形成的一个真实图景。这幅作品还有衍生的相关作品，

《怪诞的过程》是在国外有展出的装置作品，我们仅看《洞穴》图像可能还没有直观的感受，但看到

其他的一些创作细节时，可能会再度感受到自然力量以及对空间的构筑。

这幅《控制室》其实是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之后，有一个在场的工作人员对这个场景进行了拍摄，

这也成为了流通在社交媒体上对那次灾难事故报道的一个历史的模糊印象。当我们重新回到这个灾难

事件的场景时，可能会发现，天花板的往下坠落的过程，就暗示了这个空间的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当

我们在看这个控制室所有的机械数字平面的时候，也发现它呈现一个空白的停滞的状态。不仅是这幅

图像本身暗示了现在有一股自然的或者是不知名的力量，在影响着这个人为构筑的空间，而且我们也

会去设想，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拍下这个影像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灾难的图景了。

我们可能会对这幅图像原本的拍摄进行思考，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一个灾难的事件，也会让我们有

一定的反思。



这幅作品是《工作室》，是艺术家马蒂斯的工作室的一个图像。我们知道托马斯·迪曼德对于纸张

的非常细致化的艺术创作要求，使他可能想要在艺术谱系中找到一个能和自己非常惺惺相惜的人，当

然他曾经也和马蒂斯有过交流。在作品图像中，地面上有些被剪碎的纸张，这些纸张可能原本有一个

要剪出来的东西，但在这个图像里面其实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空间里面，这个图像具有一

种潜在的生存性。通过图像中纸张的 leftover（剩余物），我们可以推断，也许艺术家在这个空间里面

制作一些艺术图像，有一些事物在这个空间里面生成。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与托马斯·迪曼德自己制

作纸模的过程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他也是借这个图像表达了对马蒂斯的致敬。

UCCAEdge“托马斯·迪曼德：历史的结舌”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这幅《池塘》图像非常适合我们在此留下美术馆的自拍，当我们看到这个睡莲的时候，可能会联

想到艺术史上非常著名的关于睡莲一些图像。虽然《池塘》与《林中空地》一样都不是真实的自然，

但这些对自然的模拟，其实想要让我们去思考自然在我们的意识当中究竟存在于什么样的地方。当我

们在这里留下一幅自拍时，其实我们也是在生产一种新的图像，可能其他人看到了你这幅图像，而想

继续来这个展览去进行参观，其实你的这个图像，你的制作的行为，也是在历史的时间当中留下了一

些痕迹。

这幅《复印店》暗示了我们的一个工作的空间，虽然并没有指示这个空间当中的复印机究竟存在

于哪家公司哪个地段，而只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工作场所，但我们对这个场所就会非常熟悉。这幅作

品让我想到了最近的一部美剧 Severance（《人生切割术》），暗示了我们生活工作的状态，当把这个空

间独立出来，让我们去进行指认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空间本身具有很多进入的方式。就像托马斯·迪

曼德进入的方式，就是为这个空间去做一个模型。这幅作品也让我联想到了《玩乐时间》电影里面的

一些影像，借助以往的纸质媒介，可能会以摄影或剪裁的方式留下痕迹，但这个其实是以一种复印的

方式去留下痕迹，这是一个可能更为现代的人们如何应用纸张的一个暗示。

展厅中的这个通道很有意思，这其实也是托马斯·迪曼德的一个作品，这样的储物柜在健身房或

其他环境当中我们可能都有看到，虽然我们可以设想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但墙上的这些门锁

和按钮是 UCCAEdge这个场馆建筑本身有的事物，也与这幅图像形成了一个比较有趣的呼应。墙上的

这些灯，这些折痕，其实都有比较好玩的思考和概念在里面，真实的事物给了我们一个反射，如果我



们将过道楼梯墙理解成为一幅图像，当看到这个灯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灯想要穿破图像的表面，

想要对我们要求一些什么，这是我觉得这个作品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展厅第四层的《避难所》其实就暗示了一个类似于 safehouse（安全屋）的地方，我们可以走进来

看一下，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可以进入的一个装置，在这个装置里面，我们仍旧可以看见关于避难场

所的空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空间大小就特别像当时疫情封控的时候，我们个人所处的

安全的避难所，当外界有些灾难，有些不可抗力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场所来进行避难，或

者暂时感到安全。像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有一个蓝色的屏幕，有我们躺下来看到的天花板的光照，在

床头区域还可以看到对面蓝色屏幕投射过来的光亮。就是这样一个让我们感觉到有些幽闭，但又有一

丝莫名安全的场所，其实是能唤起我们对当代一些灾难性事件的恐惧和记忆，这是我理解这幅作品以

及这整个装置的观感。



UCCAEdge“托马斯·迪曼德：历史的结舌”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这个帷幕里面是托马斯·迪曼德比较重要的一个作品《太平洋太阳》，是他的影像作品，这个影像

本身讲述的是在大西洋上航行的一艘游轮，遭受到了海面上的飓风，画面中看到的是一个酒吧环形台

上方的监控视角，可以看到影像画面中的事物开始因为自然的影响而发生小小的偏折。在艺术家拍摄

时，实际上没有事物是动的，这个影像其实是用实物去模拟真实的运动状态，也就是说每一个纸巾盒

和杯子是怎么掉落，是将纸质模型一帧帧地拍摄下来再合成的。虽然这个飓风没有带来真实的灾难，

只是一个日常的影响，但在这个场景中曾经有外力推动，托马斯·迪曼德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把外



力推动的痕迹向我们指示出来。剧场的幕布也很有意思，这种褶皱又回到了托马斯·迪曼德对于纸张

折痕的制作模型过程中。

UCCAEdge“托马斯·迪曼德：历史的结舌”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这场展览还有最有意思但也是最抽象的一个部分，就是托马斯·迪曼德的模型研究系列。如果大

家直接去观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比如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苍头燕雀》，我一开始不知道这

个名字到底是指向什么，后来了解到可能是模型属于的色彩对应的名称。这些模型有的来自于一个时

装设计师的事务所，还有是来自于一个建筑事务所，我觉得这些模型其实也和托马斯·迪曼德自己的

创作形成了一个呼应，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建筑设计师还是时装设计师，他们的模型最终是会成为一



个真实的物品，呈现在这个世界中，并且这些模型是在一个平面上构筑三维世界当中的一个空间形态

的东西，但我们看到的这些模型都是以一种刻画在纸张上，或者对这些纸张形成标注的形态去呈现的。

这些制作模型本身，其实就是托马斯·迪曼德的一种艺术的语言，并且通过前面的展览发现，他

的语言是在不停改变的，他也会去找到与他这种制作方式有同样趣味的人事物以及相关的设计，去找

到在制作纸质模型条件下的呼应。我觉得这也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非常有找到更多与自己类似的艺

术家的资源和能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模型研究部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

就是墙上的墙纸，就像二楼的墙纸好似形成了纸张嵌进墙壁的图像，模型研究区域的墙纸上留下了一

些折纸的印痕，也就是说托马斯·迪曼德对于我们整个在空间里面的展览路径、我们的视觉和我们的

身体在这个空间当中的感觉，其实都是有所设计的。我们看到他的图像好像是在无意识地探讨没有历

史真实指设背景的事物，但我们发现，实际上他最有设计的巧思，是在设计我们整个观展的感受，这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也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来到这个空间去感受墙面的这些折痕，然后再去反思

纸张对于我们观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如果只是通过图像的平面，其实是没有办法感受到刚才我所谓

的这些东西的。

在今天导览的结尾，我很想再读一读展厅中托马斯·迪曼德的一句话：“当模型因此成为寓言，创

作则变成隐喻。制作模型是一种文化技巧——离开它我们将会变得盲目”，我特别喜欢这一句话，我觉

得从“制作模型是一种文化技巧”的视角，很值得我们对整个展览进行一个整体的反思。我今天的导

览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UCCAEdge“托马斯·迪曼德：历史的结舌”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