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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于2016年9月19日至11月19日在大展厅和甬道呈现个展

“曾梵志：散步”。本展览是曾梵志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涵盖最广泛的展览，亦为其在

北京举办的首个机构个展，力图全面梳理艺术家近三十年的创作历程，囊括以绘画及

雕塑为形式的六十余件作品；其中，许多作品从世界范围内的收藏机构借展而来。大

展厅中呈现曾梵志所有主要系列的作品，勾勒出其艺术探索的完整轨迹，并与从希腊

化时期的雕塑到卢西安•弗洛伊德绘画的经典艺术作品形成呼应。此外，曾梵志新近

创作的纸上作品在一个独立的展区中呈现；这些作品首次在中国展出，标志着曾梵志

向中国美学传统的回归。甬道的空间则用于呈现艺术家的两件尺幅巨大的风景画。

展览标题“散步”源自曾梵志作于1990年的同名作品，试图将观众引入艺术家的创作旅

程。曾梵志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颇具代表性的一代艺术家之一，于1990年代早期在国

际艺术界崭露头角，通过持续不断的创作及个人化的视觉语言展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

图景。1980年代末，他在湖北美术学院的创作实验批判性地借鉴了当时在中国各大艺

术院校中被奉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结合西方的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艺术，

以全新的方式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现实。1990年代初期，他移居北京，

并在不久之后凭借“面具”系列而声名鹊起；该系列以呆滞、疏离的象征性人物形象反

映了中国社会的“众生相”，以及现代人普遍的异化与焦虑状态。此后，曾梵志持续钻

研绘画的本体形式，以粗粝的笔触创作色彩明艳、尺幅巨大而动感十足的“抽象风景”

系列。近期，他以7幅风景画（尺幅达4米 x 4米）向历史上的大师作品致敬——诸如列

奥纳多•达•芬奇、阿尔布雷特 • 丢勒的画作；这些风景画均曾在国外的艺术机构中展

出。曾梵志最新创作的纸上作品体现了其近期的艺术实践方向：他以更为节制、自省的

曾梵志，《蓝》，2015，布面油画，400 x 700 cm © 曾梵志工作室

方式进行内在的精神探索。时至今日，曾梵志或许完全承担了中国历史上的艺术家们所

一贯肩负的使命：作为寄身俗世的审视者，以精湛的技艺为世人带来升华与慰藉。

展览的空间设计由曾梵志的长期合作伙伴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提供。依据UCCA的

展厅构造与策展理念，安藤忠雄以曲折、延展的空间结构呈现艺术家的创作概貌。他

将展厅比作曾梵志的“脑部结构”，根据作品的时期及主题，以独立而开放的6面墙

体分割并联结整个展厅，营造出浸入式的整体氛围；又在所有的独立墙体上打开一扇

边长为2.4米的正方形“窗户”以贯穿整个大展厅。这些独立墙体由深灰色的外侧墙

壁所包围，共同体现曾梵志各个阶段的艺术灵感，仿佛邀请观众在其精神世界中进

行一次“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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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展览

 “曾梵志：散步”由UCCA馆长田霏宇策划，由助理策展人郭希协助呈现，展览的空间

设计由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提供。“曾梵志：散步”由展览赞助联盟——三立控股、泰

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辰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云锋基金、超盈文化有

限公司、王中军及赵旭——提供支持。特别支持来自Pinault Collection。开幕晚宴由

高古轩画廊提供慷慨赞助。特别鸣谢迪奥及香格纳画廊的额外支持。灯光技术支持来

自红日照明与瑞国际照明设计有限公司。特别鸣谢新加坡泰勒版画研究院（STPI）提

供部分纸上作品的制作支持。本次展览开幕的活动伙伴为梅赛德斯-奔驰、北京诺金

酒店、Massimo Ferragamo先生的Castiglion Del Bosco酒庄、天星君创。本次展

览的周边限定产品由3125C、速写CROQUIS、哲品ZENS、echo回声、cam-in、ART 

TIMES艺时等联合设计。本次展览的的独家合作出行平台为滴滴专车。

展览同名出版物《曾梵志：散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其中，田霏宇、凯伦•史密斯

的文章，以及艺术家与古根海姆美术馆亚洲艺术部三星资深策展人孟璐的对谈全

面地梳理了艺术家的创作生涯。同时，UCCA邀请知名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谈论其

展厅空间的设计理念，使通过这本画册徜徉于展厅的读者游刃有余地品味眼前的

每一处“景致”。《曾梵志：散步》由UCCA与湖岸出版合作推出，于尤伦斯艺术商店

（UCCASTORE）有售。

本次展览亦延伸出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公共项目讲座及对话活动，邀请理查德•席夫（德

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艾菲•玛丽•凯恩学监）、张颂仁（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联合创始

人）、皮力（香港M+博物馆高级策展人）、皮道坚（策展人）、凯伦•史密斯（策展人）、

徐勇民（湖北美术学院院长）、曹丹（湖北美术学院基础部主任）等人围绕展览展开讨

论。讲座期间，UCCA放映记录、研究曾梵志创作和理念的纪录片《遊》。

关于艺术家

曾梵志1964年生于武汉，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现生活、工作于北京。曾梵志举

办的个展包括：“曾梵志：理想主义”（新加坡美术馆，新加坡，2007）；“曾梵志”（圣

艾蒂安现代艺术博物馆，圣艾蒂安，法国，2007）；“曾梵志”（弗朗西斯科•高迪基金

会，巴塞罗那，2009）；“2010：曾梵志”（外滩美术馆，上海，2010）。2013年至2014

年，法国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以曾梵志的作品为主题举行了大型阶段性回顾展。2014

年，由法国卢浮宫特别委托创作的作品《从1830至今No. 4》与欧仁•德拉克罗瓦的名

作《自由引导人民》并列展出。曾梵志的作品入选群展“第 53 届威尼斯双年展：创造

世界”（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威尼斯，2009）；“世界属于你”（格拉西宫，威尼斯，意

大利，2011—2012）；“水墨：借古说今中国当代艺术”（大都会博物馆，纽约，2013—

2014）；“油画、纸上作品及雕塑”（高古轩画廊，纽约，2015）。

曾梵志，图片由曾梵志工作室提供，摄影：Zhenhua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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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作品

曾梵志 
 《散步》

1990 
布面油画

41 x 32 cm
© 曾梵志工作室

曾梵志

 《忧郁的人》

1990
布面油画

100 x 90 cm 
© 曾梵志工作室

即将从故乡的湖北美术学院 (1987年—1991年)毕业之际，曾梵志创作了一系列油画作

品。这些早期作品奠定了艺术家创作主题和风格的基调，反映了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中

大众的普遍焦虑，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回应了当时具象绘画在中国所引发的讨论。作

品《散步》（1990年）似乎要挣脱掉构成其自身的笔触与线条。《受难》（1990年）的画

面配色令人不安，身着红衣的摹写对象被赭石色的长线条包裹，仿佛与靠椅融为一体，

其构图令人联想起弗朗西斯•培根的《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的画像〉研究》

（1953年）。在另外两幅油画作品《黄昏之一》（1990年）和《黄昏之二》（1993年）中，

曾梵志的创作逐渐朝向一种更为成熟的风格演变——其中，人物的巨大的手掌和锐利

的眼神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成为其作品的标志性特征。



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系列完成于1991年至1992年间，以“三联画”的形式为代表性特征，标志

着曾梵志成熟风格的形成。这些作品创作于“肉”系列之前，不仅延续了艺术家早期的

创作方向，以独特的视角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肉体，更反映出其严谨的构图与社会洞察

力。本次展览中的两幅三联画分别呈现了26、29个人物形象，令人联想到文艺复兴时

期的宗教绘画，托马斯•哈特•本顿及托马斯•伊肯斯阴暗的现实主义画作，以及弗朗西

斯•培根对肖像三联画的处理。这些作品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展览“后89中国新艺术”

中展出；该展览于1993年初在香港举办，随后巡回至澳大利亚与美国，构成评论家栗

宪庭的概念——“玩世现实主义”——的基础。在其具有启发性的论文《当前中国艺

术的“无聊感”》（1992年）中，栗宪庭表示，曾梵志的“协和医院”系列“更具多义的

隐喻性，用描绘治病这个正经的事件，开了个恶毒的玩笑”。栗宪庭又将曾梵志与当时

的其他艺术家相提并论，诸如王劲松和刘炜——“这几位画家的作品是趋于外向的、

嘲世的，所以画面处理多漫画化、戏剧化和更具轻松感”。年轻的曾梵志创作了尺幅如

此巨大、构图如此复杂的作品，并见证它们立刻登上国际艺术界的舞台，因而对于其正

在形成的风格树立了信心。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发现诸多绘画主题元素——面具、

轻笑、被覆盖的形体——这些元素成为曾梵志下一创作阶段的标志性特征，以及极具

表现力的笔触——预示其近期的创作趋势。

曾梵志，《协和三联画之一》，1991，布面油画，180 x 460 cm © 曾梵志工作室



1992年初，生活在武汉的曾梵志开始创作“肉”系列作品。这个时期的作品色调以红、

白色为主，以夸张、厚重而粗粝的线条呈现人的“肉体”，并常将其与肉铺的猪肉、牛肉

并置起来。其中，《献血过量》（1992年）具有同“协和医院”系列相似的基督教绘画风

格——白布上的裸体婴儿，以及周围赤裸身体的人群，让人联想起耶稣诞生的场面。

对于曾梵志，白床单上病人的“肉体”与肉铺的“肉”之间发生了某种视觉上的“意义

滑动”；他试图以病理学的视角审视被抑制的身体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并表达了绝望

而阴郁的情绪，反映了当时沉闷而压抑的社会氛围。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德

国与美国表现性绘画对他的影响。在早期的探索阶段，曾梵志常会反复研究诸如马克

斯•贝克曼、威廉•德•库宁等人的作品形式。他认为：“我试着重新创作他们的作品，观

察他们如何完成。在每一次临摹中，我都能够发现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微小元素。”

曾梵志，《肉》, 1993，布面油画，50 x 60 cm © 曾梵志工作室 曾梵志，《肉》, 1992，布面油画，130 x 95 cm © 曾梵志工作室

肉



 

1993年，曾梵志移居北京，并于1年后开始创作其标志性的“面具”系列作品。纵观艺术

史，“面具”作为符号在不同文化的经典作品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如戈雅的《沙丁鱼

葬礼》（约1812年—1819年）与詹姆斯•恩索尔的《被面具包围的自画像》（1899年）等，

又如中国传统戏剧中的“脸谱”。在曾梵志的作品中，面具指涉主体的自我与其社会身

份的区隔，通过对面孔的遮蔽而指涉现代社会中普遍的异化状态、孤独感与焦虑情绪；

他刻画了一系列呆滞而怪异的人物肖像，他们的姿态与表情夸张而僵硬，具有某种令人

不安的一致性。譬如，在《面具系列1996第6号》（1996年）中，画面的构图似乎在戏仿

表现青少年幸福生活的群像。其中，系着红领巾的人物拥挤地排列在背景中，面具下扭

曲的嘴唇似乎正勉强挤出笑容；人物硕大的双手与其身体的尺寸不成比例，以僵硬而做

作的姿态传达了为面具所掩盖的情绪张力。画面中，黄色、淡褐色、棕色的阴影与刺眼

的红色形成鲜明的对比，与人物形象一并建构出凝滞而疏离的戏剧性场面。在《肖像》

（2004年）中，人物的身体完全被其时髦的大衣所包裹、甚至淹没，其面具流露出漠不

关心的孤独神情；画面中的木马形象则烘托出某种温情而虚假的怀旧感。“面具”系列

作品不仅反映了在政治话语中人物受压抑的生存与精神状态——如红领巾、鲜花、喷气

式飞机等元素所暗示的那样，亦致力于反思商品经济与消费文化对于主体性的冲击。

2000年起，曾梵志以全新的技法与理念探索肖像画这一题材，突出“线条”在形式与表

意层面的作用。在《我们》（2002年）中，肖像被简化为人物面孔的“特写”，由层层叠

加、覆盖的螺旋形线条构成，不仅赋予整个画面以非同寻常的触觉性，亦似乎通过破坏

性的线条本身为图像戴上一副“面具”，从而制造出颇具偶然性的混乱美学效果。这一阶

段，曾梵志对绘画本体的语言进行实验性的探索，预示着其后的“抽象风景”系列。

曾梵志

 《肖像》

2004
布面油画

200 x 150 cm
 © 曾梵志工作室

曾梵志

 《飞了》

2000
布面油画

200 x 180 cm
 © 曾梵志工作室

面具



在整个艺术生涯中，曾梵志通过绘制肖像向西方艺术史中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

家致敬，并以这种形式描绘其日常生活中的朋友、家人与合作者。刻画英国艺术家卢

西安•弗洛伊德的两幅肖像绘画分别取材自塞西尔•比顿和大卫•道森的摄影，它们分

别捕捉了弗洛伊德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样貌。曾梵志将弗洛伊德的形象重置于空旷的

布面背景上，使人物形象显得孤独而消瘦。在描绘弗朗西斯•培根的肖像作品《培根和

肉》（2008年）中，曾梵志以“肉”点缀培根的肖像——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中均出现了

“肉”这一元素，从而影射培根对人体结构的迷恋。通过这种方式，曾梵志与其他艺术

家的创作建立起某种联系。同样的图像处理方法被用于艺术家的自画像，以及朋友、

合作者——诸如收藏家乌里•希克和画廊主何浦林——的肖像：他们被孤单地置于画

布上，明确的明暗关系和僵硬的摆拍姿势，都隐约透露出“人生宛如一场独角戏”的悲

凉之感。

曾梵志，《培根》，2010，布面油画，220 x 180 cm © 曾梵志工作室 曾梵志，《弗洛伊德》，2011，布面油画，180 x 180 cm © 曾梵志工作室

肖像



2002年左右，曾梵志先是玩笑式地用线条来“破坏”已完成的肖像作品，此后慢慢摸

索出一套与此前截然不同的绘画方式。从2004年起，他正式发展出一个新的系列“抽

象风景”，用纯粹的线条来表现介于自然和意识之间的景致。同一时期，艺术家开始在

作品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表现形式，尤其是中国古典园林。对植物的细致观察

加深了他对“气韵生动”这一中国传统理念的体悟，并由此发展出一套方法：以凌乱的

线条表现鲜活的生命感，强调艺术家本人在作品中的存在。随后，曾梵志凭借此种方法

描绘了包括野生动物、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英雄在内的一系列形象。

这一技法的难度在于：如何让错综复杂的抽象线条“透气”、不死板，同时又确保它们

的流畅、肯定和延绵。为此，艺术家大量采用“湿画法”；这种画法需要精确的预判，并

保持均衡、高效的绘画速度。为此，曾梵志找到一种调配油彩的方法，以延长其变干的

时间。在创作之前，曾梵志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思考；但一旦动笔，他就几乎不再中断。

他勾勒出图像的轮廓，并进行着色，再以大量的线条解构画面。于是，当观众站在远处

观赏作品时，画中的形象十分清晰；当他们贴近画面时，这些形象便完全消融于线条

中。由此，不同层面的视觉信息相互交织，让作品显得既具象、又抽象。

曾梵志

 《蓝》

2015
布面油画

400 x 700 cm 
© 曾梵志工作室

抽象风景



展厅的中心陈列着7幅大尺幅的正方形绘画，其长、宽均达4米，结合了西方艺术史中的

经典图像与曾梵志“抽象风景”系列的标志性主题、笔法。每幅作品均占据了展厅中的

一面狭长的独立展墙——它们是安藤忠雄的展览空间设计的核心。这些绘画依据曾梵

志灵感来源的作品、而非其作品本身创作的时序而排布。古罗马时期的雕塑《拉奥孔》

中的人物形象存在于此绘画序列的开端——这件原作的公开展示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

梵蒂冈博物馆的诞生；依据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年—1519年）画作创作的两幅绘画

作品，以及4幅基于阿尔布雷特•丢勒（1471年—1528年）画作的作品紧随其后。这些令

人震撼的作品与其说挪用了艺术史上的经典画作，不如说在向它们致敬：在作品复杂

的笔触与高超的誊写之下，我们可以发现，曾梵志正试图穿越西方的艺术史传统，将其

自身的成熟风格融入不断启发他的艺术遗产。曾梵志对经典绘画的援引并非仅以其主

题本身的盛誉与美感而引人注目，亦充分反映了艺术家对它们的多层次、深入理解；其

中，达•芬奇与丢勒的原作采用多种媒介——诸如炭笔与粉笔（达•芬奇的《伯林顿府

草图》，1500年）、水彩（丢勒的《野兔》，1502年）、钢笔（丢勒的《祈祷的手》，1508

年），完成于1500年至1521年间，而“拉奥孔”群像正是在这一时期内的1506年被发掘

出来。“拉奥孔”群像创作于公元前1世纪晚期，其精湛的技术与理想化人体的视觉呈

现激发了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创作灵感，正如这些大师对曾梵志的启发。这组作品

将整个展厅串联起来，凸显出艺术家在审美修养、美学研究与艺术创作上的造诣。

曾梵志，《双姝》，2012，布面油画，400 x 400 cm © 曾梵志工作室 曾梵志，《智者》，2012，布面油画，400 x 400 cm © 曾梵志工作室

致敬



《江山如此多娇之一》（2010年）与《江山如此多娇之二》（2010年）是曾梵志从2006

年开始持续创作的“抽象风景”系列的一部分，此处呈现其中尺幅最大的两幅。画面近

景的树枝后蔓延着熊熊燃烧的烈火，在两幅作品中传达着截然不同的视觉经验——

火烧过后死寂的景象与生机盎然的丛林景致。作品的标题源于毛泽东1936年创作的诗

词《沁园春 • 雪》，以及1959年起悬挂在人民大会堂、被同样命名为《江山如此多娇》

（1959年）的巨幅山水画——该作品由关山月及傅抱石共同创作，旨在表达对国家的

赞美与远大抱负。沿用这一宏大且极具历史意义的主题，曾梵志不仅将个人化的审视

及艺术理念融入风景之中，亦影射了许多中国艺术作品的“宏大叙事”背后所承载的

意识形态。

曾梵志，《江山如此多娇之一》，2010，布面油画，250 x 1050 cm © 曾梵志工作室

曾梵志，《江山如此多娇之二》，2010，布面油画，250 x 1050 cm © 曾梵志工作室

江山如此多娇 



纸上作品
从2008年至今，曾梵志致力于纸上作品的创作。这些作品的图像介于风景与抽象之间，

具有3个方面的来源：其一，曾梵志在世界各地搜寻了许多纹理独一无二的手工纸，并与

新加坡泰勒版画研究院（STPI）——位于新加坡的版画与造纸工作室——的专家共同

钻研此类媒材的制作工艺，并从纸的内部理路联想和挖掘出潜在的图像，顺应媒介本身

的物质性；其次，这些绘画源于艺术家对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持续性收藏与研究，兼收并

蓄了不同时期古代绘画中的气韵、意境与虚实；最后，绘画的图像也是对真实存在的自

然风景、书籍和纸张的综合和改造，反映了艺术家的内在精神背景。由此，曾梵志提出

一种观看世界的角度，并促成内在与既有物象之间的和解，施行“物象”与“心象”的内

外融合之道。

即便在形式极简的雕塑中，曾梵志亦没有走向纯粹的抽象风格。其雕塑的题目《踏雪

寻梅之一》（2014年）隐约地透露出作品与冬雪梅枝的形式相关性，亦昭示着艺术家对

中国传统绘画母题的借鉴。展览中，3件以植物枝桠和浇筑技术制作的雕塑作品反映了

艺术家工作方法的整体化和系统化特征：他似乎尝试将在“抽象风景”系列中使用的

工作方法延伸至立体空间内——用线条“追逐”潜意识中的内在情感和身体意向。此

外，雕塑也承袭了艺术家绘画中孤寂而虚空的气质。

 “静物”的形式代表了曾梵志艺术探索的另一个方面。譬如，《西瓜》（2003年）所处理

的图像元素亦为“面具”和肖像系列中曾出现的意象，常常与人物形象并列呈现。绿皮

红瓤的西瓜与血液、政治、暴力、宗教等元素相关的象征意义变得不易察觉——艺术家

在简洁的背景中只浅淡地保留了类似于《自画像》（1996年）、《最后的晚餐》（2001年）

背景中以书法形式呈现的诗词。2010年之后，该系列作品的文字提示也被抹去，观众的

视线所及，似乎只有一块“纯粹的”西瓜。遵循近似的逻辑，一件呈现破旧靴子的作品亦

具有代表性，让人联想到劳动、身体，以及诸如库尔贝、梵高等艺术前辈的画作。

曾梵志

 《踏雪寻梅之一》

2014
铸银

整体：181.5 x 37.5 x 109 cm
底座：74.5 x 30 x 2 cm 
© 曾梵志工作室

曾梵志，《无题》，2016，手工纸、综合材料，30 x 78 cm © 曾梵志工作室

雕塑与静物



周边限量设计品

对话

曾梵志：面具之后

2016.9.18（周日） 15:00-16:30  

UCCA报告厅

嘉宾：理查德 • 席夫（德克萨斯大

学奥斯汀分校艾菲 • 玛丽 • 凯恩学

监）、张颂仁（香港亚洲艺术文献

库联合创始人）、皮力（香港M+博

物馆高级策展人）

主持：田霏宇（UCCA馆长）

语言：中文配英文翻译

展览“曾梵志： 散步”期间，由尤伦斯艺术商店（UCCASTORE）和曾梵志工作室联合

发布的展览周边限量版设计产品，于UCCASTORE实体及网络店铺限时售卖。

本次展览的周边限定产品由曾梵志工作室授权，由3125C、速写CROQUIS、哲品

ZENS、echo回声、cam-in、ART TIMES艺时联合设计制作。

本系列产品的收入悉数用于UCCA公益项目的运营。

WeChat Store Taobao

UCCA“走进大学”系列

曾梵志：早熟的单纯

2016.10.27（周四） 18:30-20:30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嘉宾：皮道坚（策展人）、凯伦 • 史密斯（策展人）、徐勇民（湖北美术学院院

长）、曹丹（湖北美术学院基础部主任）、曾梵志（艺术家）

主持：田霏宇（UCCA馆长）

语言：中文

合作方：武汉大学、湖北美术学院、泰康空间、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

公共项目 “曾梵志：散步”周边限量设计品

哲品 月影随身装



参观时间

周一至 周日：10:00-19:00
18:30 停止入场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798艺术区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邮编：100015
电话: +86 (0) 5780 0200 / 5780 0201
www.ucca.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