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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志杰：寰宇全图

月 日，中国北京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于 年月 日至 月 日呈现个展“邱志杰：寰宇全图”，

此次展览为 建筑改造完成后的首展，也是对作为邱志杰近十年创作重心的地图

系列迄今为止最为全面与系统的梳理与呈现。展览涵盖艺术家以各种媒介创作的地

图作品，并聚焦于《世界地图计划》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以文化研究为

基础、一组 幅的纸上水墨地图《万物系列》（ ）；艺术家在过去几年中创

作的 幅策展地图也将在展览中呈现。展览同样囊括桌面地图装置作品《世界尽头的

思想》（ ）、 件展示艺术家思维与创作过程的录像作品，以及艺术家与京东人

工智能研究院合作开发、具有互动性质的软件装置《京东 生成地图》。此外，展览

还包含一幅艺术家专为 建筑改造后的新空间而创作的水墨壁画《艺术生态地

图》，这件艺术家迄今创作的最大尺幅的场域特定地图将在展览结束后继续作为

的一部分而存在，也将成为这座重要机构在当代艺术生态系统之中独特位置的

见证。

邱志杰的身份多元，创作媒介多样，从早期横跨诸多领域的艺术创作实践，到其后的

策展与教育实践，其艺术家、理论家、教育家、策展人这一系列身份在其以地图为形

式的创作中最终融会贯通。展览标题“寰宇全图”源于中世纪拉丁语对世界地图的总

称： 年前后，邱志杰将最初被用作描摹作品关联性图解的“地图”绘制，逐渐发

展为将研究、写作、幻想和行动脚本统一起来的“世界地图计划”，并在随后创作的

多个系列、共计百余幅的地图作品中，以山水笔墨构造的坐标系凝练地将观念、个人、

物件、事物和事态编织在一起，为观者提供在相互关系中理解它们的可能性。作为博

采众长的地图绘制者，地图在邱志杰近十年来的艺术实践中承载了多重功能：它既是

自我意识、工作框架、展览计划、思想交流、政治拓扑，也承担了历史文化研究提纲

挈领之功能。

艺术家为新加坡双年展而作的《地图的地图》（ ）集中呈现了艺术家对制图史的

研究。从中世纪开始，以地理大发现、郑和下西洋等重要地理事件为标志的人类探险

史，和不同国家制图方法的演化史在这一作品中形成呼应，向观众揭示着地图绘制与

全球政治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如艺术家所言，地图绘制者正掌握着将世界以其

自身选定方式进行呈现的权力。在“世界地图计划”系列的代表作品《万物系列》（

）中，邱志杰展现了博物学家式的志趣与视野，从身体、命运、动物、植物、疾

病、医药、情感、记忆、故事、神话、工具、职业等主题出发，对横跨社会学、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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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诸多事物进行了发散性的文化梳理与研究。系

列中的 张地图可被视作强调其自为构建性的独立作品，却又相互呼应；其构图从左

至右首尾相连，形成了一张将客观事实与个人经验相糅合的知识谱系图。《记忆的地

图》（ ）系列作品则重点探讨了记忆的生成机制和这一概念中隐藏的政治性：作

为情感产物的记忆既具有高度私人化的属性，又因其可被以各种方式进行修改、重塑

的特性而与国家、政治、历史等命题紧密相关。在地图中，每个特定概念的内涵与外

延，各种概念间逻辑或非逻辑、显性或隐性的关联，均在艺术家笔下由山脉与河流构

成的水墨拓扑中渐次显现。

桌面地图装置作品《世界尽头的思想》中的一系列“群岛”拓片以诸多“主义”为线

索，对人类思想史中不同流派与重要议题进行了非线性归类。在巨幅墙绘作品《艺术

生态地图》中，邱志杰则勾勒了自 年以来逐渐萌芽发展的艺术行业生态体系。地

图中，艺术教育系统、官方美术系统和私人机构集群等几大阵地分足鼎立，地理元素

的命名与出乎意料的空间关系展现出艺术家独有的诗意和幽默感，中国当代艺术发

展史中的轶事趣闻则颇具调侃意味。

由于地图具有的思维导图特质，邱志杰也经常将之用作各种展览的策划蓝图，而这些

阐述策展理念的地图中也蕴含了艺术家对其身处的艺术生态系统的反思。《为什么表

演》是艺术家为 年同名展览而创作的策展地图，在梳理表演的历史、流派和理论

的基础上，考察了“表演”在当下时代中所具备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不息之图》（ ）

最初为第 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而作；而此次，艺术家将原先的素描地图延伸拓展

为水墨地图，并在展览中首次呈现。艺术家将地图主体轮廓化形为中国太极两仪图，

中国传统中象征“无常”的寓言与古人为应对“无常”所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生活哲学

被置于地图左半部分的“变化渊”一极中，而代表继承、延续和生生不息的概念和意

象则出现于右半部分的“传承渊”一极中。这与邱志杰对展览主题的思考一脉相承：

正是在不断的变化与传承之中，文化和艺术得以生生不息。在艺术家为展览“ 后

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 ）创作的地图中，分别代表 年来中国政治思

想史与全球化进程的两条山脉构成了社会政治语境的框架，与正中间的中国当代艺

术曲折的历史河流交织呼应；诸多贴近当下且颇具自传性色彩的细节，则高度凝练了

邱志杰 年对艺术史的讲授、研究以及个人经历与见证。

展览同样包含展现邱志杰地图创作思维过程的影像与互动软件装置。《墙上的项目》

将邱志杰此前创作的墙绘作品集结成为录像，《思维导图动画》则记录了思维导图软

件组织、生成信息的过程，《京东 生成地图（现场表演版录像）》展示了艺术家是

如何使用人工智能软件进行创作的。此外，艺术家在与京东人工智能研究院何晓冬博



 

 

士合作开发的人工智能软件装置中继续拓展了自身地图创作的边界。这一软件装置

中导入了邱志杰地图系列中的高频语汇与囊括数万个常用词的京东词库，在观众语

音或打字输入任意有效词语后，软件都会自动联想生成一幅结合邱志杰地图中的山

水和图像元素，具有艺术家创作风格的地图。 地图作为地图系列的技术性延展，体

现了艺术家一直以来跨媒介创作的倾向，通过在文本语义的层面上的无限扩充，地图

演变为一个自动生长、具有无限可能的系统。

关于展览 

阿那亚为展览战略合作伙伴。本次展览亦延伸出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公共实践项目。这

些活动围绕着邱志杰在本次展览中展出的作品或实践展开，由侯莹（舞蹈家）、何晓

冬（京东集团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深度学习及语音和语言实验室主任）及艺术家本

人等表演、参与或策划。

关于艺术家 

邱志杰 年生于福建漳州，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版画专业，现工作、生活于

杭州和北京。他是当代最具创造力的艺术家之一，也是 年代颇具声望的前卫艺术领

袖，现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及教授、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教

授。主要个展包括：“文字生涯”（金泽 世纪美术馆，金泽， ）；“邱注上元

灯彩图”（民生美术馆，北京， ）；“不羁之旅”（凡阿比美术馆，埃因霍芬，

）；“邱注上元灯彩计划”（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杭州， ）；“独角兽和

龙”（奎利尼斯坦帕里亚美术馆，威尼斯， ）；“偶像的黄昏：南京长江大桥自

杀现象干预计划之四”（世界文化宫，柏林， ）；“破冰：南京长江大桥之三”

（ 当代艺术中心，北京， ）等。近期群展包括：“ 后的艺术与中国：

世界剧场”（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 ）；“本土：变革中的中国艺术家”

（路易威登基金会，巴黎， ）等。他曾参与哥德堡双年展（ ）；第 届威尼

斯双年展中国馆（ ）；横滨三年展（ ）；圣保罗双年展（ ， ）等。

他曾参与策划：中国首个影像艺术展“现象与影像”（杭州， ）； 年期

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下展览“后感性”系列；第 届上海双年展（ ）；第 届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等。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作为中国领先的独立艺术机构，成立于 年的 致力于将中国前瞻性的艺术

推向国际，现已成为北京的文化地标、国际交流的渠道和培养新人才的沃土。

位于北京 艺术区核心地带，每年接待超过 万名观众。机构原名尤伦斯当代

艺术中心，在 年经历重大重组后，现以 集团的形式运营，旗下包括两个

独立运作的实体： 基金会为注册非营利机构，美术馆在基金会支持下策划展览、

开展研究、呈现公共项目并承担更广泛的社区服务职责； 企业则基于艺术，在

儿童艺术教育和零售业领域开展一系列商业尝试。 始终践行机构的核心理念：

艺术能够深入并改善生活，而中国能从全球对话中获益并为之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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