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此次特邀展览中，策展人彼得·逸利以细腻的讲解带领观众穿梭

于吕克·图伊曼斯的绘画世界。这场导览不仅为观众剖析了艺术家的创作特色，更探讨了作品背

后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意涵。



导览从吕克·图伊曼斯最近绘制的画作《谷仓》开始。这幅作品描绘了一座被落叶覆盖的廊桥，

这种建筑形式虽然源自德国，但在美国文化中已成为乡村风景的象征。彼得从自己的背景出发，

讲述了廊桥在美国人心目中的意义——它不仅是自然的延伸，也是乡村文化的怀旧符号。然而，

《谷仓》并非简单的风景画，而是通过画面底部的图像链暗示了它的数字化来源：一面展示滚动

相册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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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谷仓》作为导览的开始，可以让展览的叙事更完整。”彼得解释道。从《谷仓》转向《雷夫

里贝勒》，彼得将观众带回到图伊曼斯早期的创作中。这件三联画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比利时

安特卫普为背景，画中包含了火车车厢、工业遗迹等元素。彼得指出，对于欧洲观众而言，这些



符号所承载的二战记忆是显而易见的，这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纳粹集中营中，充斥

着工业元素，如三联画左边那幅图中的火车车厢。而观众们看到的这件三联画作品中的元素，也

一直是图伊曼斯整个创作生涯当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吕克·图伊曼斯的画作中常常混杂着不同的

历史时间线，如二十世纪晚期的画作，主题却来自该世纪早期的建筑，同时又混合了一些二十世

纪中叶的元素。而在画面背后，图伊曼斯还希望能让人们体会到一种情绪涌动的暗流。

彼得进一步阐述了图伊曼斯如何通过画作表现时间的模糊性。在《后视镜》一作中，观众可以看

到开车时后视镜中景物不断远去的画面。这幅画虽是静态的，却仿佛暗示了动态的“过去”，这呼

应了展览的主题。彼得说道，这是一种对时间的巧妙处理。我们既看到过去，又预感未来。这与

吕克·图伊曼斯创作的核心精神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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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伊曼斯选择绘画作为主要创作媒介，也源于这一模糊性的特质。彼得解释说，相较于照片的清

晰记录，绘画为观众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而图伊曼斯正是通过这种模糊性让历史的复杂性得

以呈现。

在图伊曼斯的早期作品中，模型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在介绍《凶手》《游泳池》《佣人》时，彼

得讲解道，这些画作看似奇怪，原因在于作品中的人形是以一些玩具模型为参考的，用看似写实

的手法描绘了模型的仿真。这种创作方式挑战了观众“所见即所得”的传统认知，模糊了现实与虚

构的界限。

接下来，彼得带大家欣赏吕克·图伊曼斯在纽约展出过的几件作品。这些画作体现了图伊曼斯对

美国文化中，不同衣着所蕴藏的内涵及其所能够传达信息的深刻关注。在《遗产Ⅰ》中，两顶帽

子的对比成为画作的焦点。一顶是棒球帽，象征着美国的流行文化；另一顶是狩猎帽，与传统乡

村文化相关联。彼得指出，尽管这两顶帽子外观相似，但它们背后的意义却截然不同。因为戴棒

球帽的人，他们拿的是棒球棒，而戴狩猎帽的人，手里拿的是猎枪。图伊曼斯用这种微妙的对比

揭示了身份、文化与社会的复杂联系。之后的《遗产Ⅳ》中，一个工人戴着防毒面具，由此观众

可以明白，工人周围弥漫着毒气。彼得强调，这揭示了一种隐藏在原本看似相当直白的图像之下

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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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引领观众走到“诊断视图”系列前，详细解读了这一组以医学为主题的画作。彼得·逸利介绍道，

在美国举办的展览之前，图伊曼斯曾根据德国医疗教科书做了一系列的创作。这本书，旨在帮助

医生通过观察人的症状来诊断疾病。图伊曼斯为这一主题一共创作了 10 幅作品。彼得解释道，

画家希望通过这样的画作，让观者凝视图片的时候能感受到正在经历一种去人化的过程。每一幅

画作的主体其实都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但画家没有向观众明示那些是何种疾病。其中，《诊

断视图 V》尤为特别，其画作技法与该系列其他画作不同，采用水平笔触模仿电视屏幕的效果，

进一步强化了图像与观众之间的机械式疏离感。不同于古典画作对画面进行层层渲染使之具有光

泽，吕克·图伊曼斯抽离了全部古典主义的笔触，反映了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在导览的中段，彼得引导观众观看了 1991 年的画作《记忆》。画作再现了一张老照片的右下角，

这幅画展现了图伊曼斯早期对于物理摄像的兴趣所在，并显示出他对于物质图像的脱离感的关注。

这种关注延续到《肺》这一作品中，画中描绘了一幅人体肺组织的切片图，其创作灵感来自一本

科普书籍。通过摄影技术，图伊曼斯对图片源做了一个预处理，让两种不同的色彩实现一种平行

的呈现，这种效果类似于戴上 3D 眼镜之后所能看到的效果。吕克·图伊曼斯通过这一幅图像缩短

了观众与图像之间的距离，使图像能够走近观者。随后，彼得介绍了《鼻子》这副小画，其传达

出图伊曼斯对于摄影无法呈现真实物质事物的代表性思考，以及这件作品在中国的广为传播对图

伊曼斯的影响。

中国主题在图伊曼斯的创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彼得特别讲解了《朝阳》一作，该画以《金融时

报》上的一张照片为基础，描绘了上海外滩的天际线。这幅画是对中国经济腾飞的记录。《深圳》

则通过视频元素捕捉了这座城市的科技前瞻性。画面中的暂停、快进和后退按钮将这幅画作限定

在当下，但同时也在讨论过去和未来的图像内涵。流动的图像在时间中凝固。随后，彼得·逸利

带领观众来到澳门赌场题材的画作《珍珠母贝》前。他指出，这幅作品通过描绘赌场筹码的堆叠，

象征了资本主义对宗教仪式的替代作用。而宗教的遗影也是图伊曼斯在创作的时候不断回溯的一

个原点。



“吕克·图伊曼斯：过去”展览系列特邀导览现场，策展人彼得·逸利正在导览，2024 年 11 月 16 日，UCCA 尤伦斯

当代艺术中心

从《珍珠母贝》走向《科尔索Ⅱ》，图伊曼斯的艺术又转向了更加个人化的主题。这幅作品描绘

的是图伊曼斯母亲家乡的游行场景，特别的是，画作的原型来自图伊曼斯父亲拍摄的一张照片。

彼得指出，这幅画通过描绘花车游行的场景，展现了一个集体的仪式。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图伊

曼斯在其中隐约加入了自己的身影。虽然画中看不到图伊曼斯的形象，但图伊曼斯就在画中，他

是在花车底下推花车的小孩之一。就这样，图伊曼斯将自己的童年记忆与家庭历史融入到艺术创

作中。接下来的作品《片刻》，描绘的是一位女性的肖像，而这幅画也同样具备画家与画面主人

公在作品内外的互动。画面的情境中，这位女性是中国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去往吕克·图伊曼斯

的家乡拜访他。在女子持相机按下快门的那一刻，对面的图伊曼斯也在用手机拍摄她。老式相机



闪光灯的光芒将整个画面烘托成橙黄色调。彼得认为，吕克·图伊曼斯在这一幅作品中，展现出

照片对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近和疏远的张力，以及过去与未来交织在一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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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中，图伊曼斯对娱乐文化与政治符号的关注在《艾波卡特》一作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这幅

作品呈现了一个被限制在过去的未来乌托邦式畅想，灵感来源于华特·迪士尼对于未来社区的设

想。彼得指出，《艾波卡特》不仅展现了迪士尼对未来的娱乐化构想，还通过建筑与群体生活的

画面，表达了对现代社会集体生活的某种理想化幻景。

导览的最后，彼得介绍了图伊曼斯的作品《亚伯》，这幅画以迪士尼乐园中的机械人偶为原型，

模仿的是美国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亚伯拉罕·林肯。彼得深刻指出，林肯作为美国历史上的



关键人物，他的形象不仅仅是政治象征，也代表着自由与解放的理念。而图伊曼斯选择通过这种

娱乐设施中的机械人偶来呈现林肯，似乎在暗示美国政治与娱乐之间的微妙联系。此外，彼得特

别提到，这幅作品的创作时间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日子巧妙重合。彼得认为，特朗普代表了

美国政治中的娱乐性与戏剧性，他的形象既具有政治性，又不乏娱乐化的色彩。通过对《亚伯》

的介绍，彼得·逸利也引导观众去体会林肯的崇高与特朗普的娱乐性之间的对比，并思考美国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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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总结道，吕克·图伊曼斯的作品超越了单纯的绘画范畴，它们是关于时间、记忆与文化符号

的多维叙事。通过这场导览，观众不仅能更深入地理解艺术家的创作理念，也能从中反思图像与

现实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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