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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磊 从旷野到彼岸 | 798艺术 专访

高磊善于通过绘画装置等创作方式对周遭日常物进行转译与合成，将其原始功能属性抽离消耗，并以一

种介于秩序与混乱、冷酷与诙谐之间的形态呈现。他的作品中始终糅杂了一种对当下惯性的抵制以及对

未来趋势的疑惑，借此描绘出各类迥异的事物在一种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所形成的扭曲、失衡与分裂。在

这些被抽离与异化的作品背后艺术家为观者制造了另一种标准来重新审视与测量我们与世界固有的边

界。

原创 2016-09-14 晓睿 798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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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 铝，烤漆 550×386×0.3cm 2016年

《彼岸》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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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艺术：这是你在空白空间的第三次展览，与2014年在阿拉里奥画廊的个展相距两年，能
否谈谈近两年来艺术创作上有哪些推进？

高磊：2014年在阿拉里奥画廊展出的一系列作品其实是延续了在台北当代艺术馆个展的一部
分，这一系列作品是之前在北京创作的。之后从北京搬到了上海，我的工作室正好位于工业区
附近，对工厂车间生产流水线的近距离观察让我萌生了对于创作的新构想。具体说来，在之前
的创作中，我和材料的关系还是太过“亲密”，虽然我在创作中尽力消解这样的关系，可是还是
需要自己做泥稿、手工绘制，虽然在绘画过程中也试图制造一种工业化的标准，但还是有过多
的人为因素在介入。这样的过程现在看来还是太有温度了，人为的干预往往会让创作达不到我
想要的冷静和标准。

到了上海，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工作室附近的工厂流水线的生产过程，那种制作产品的方式比
艺术家囿于工作室的制作更冷酷、更精确，于是，我尝试突破个人化的工作方式，去除里面的
一些手工感，比如将绘画中的颜色和质感剔除，以工业矢量制图的标准模线在电脑中制图，并
最终以工业铣刀的轨迹来代替呈现。

《局部AD-0》 铝，烤漆 195×292.5×5 cm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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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AD-0》细节图

《局部 Z-331》 铝，烤漆 146.5×195×5 cm 2016年

798艺术： 正如你所说，《局部 H-12》、《局部 Z-331》、《局部 AD-0》这几件绘画作品
是在金属板上的“铣刻”而成的，作品失去了绘画所特有的手感、笔触等特征，成了标准工业
制造的物品。

高磊：是的，这一系列作品的制作过程实现了“去手工感”，我先用电脑作图，把所有的文件都
转化成可以在工厂车间内部操控的矢量文件，再通过车床在金属板上的“铣刻”而成。以这样的
方式，电脑中的像素点变成了实体的存在，而绘画中应有的笔触、色调一并抹去，取而代之的
是由数控车床控制的铣刀所留下的机械运行轨迹，即以机器的“标准化”生产模式来制造与塑造
景观社会中的生命标准样式。

在这个作品在车床铣刻的过程中，我既是作品的创造者，也是第一个观众。车床上硬金属与软
金属之间的对抗让整个场面碎屑飞溅，充满暴力，甚至会灼伤皮肤，但最终形成的产品却是那
么平滑且充满秩序。我曾经在个人工作室建立的“标准”完全被工业车间的标准替代了。在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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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模式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工业生产是如何进入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何构建这个世
界并与人产生关系。无形中，我在这种创作模式中与物质、工业系统产生了一种更亲密、更广
泛的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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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284×23c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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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艺术： 作品《知觉之门》灵感来源于阿道司·赫胥黎的《知觉之门》，很多中国人都是因
为他的另一部小说《美丽新世界》而认识他的，以书名为作品命名，是否意味着你的作品具
有同样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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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磊：虽然二者都是赫胥黎的作品，但探讨的问题完全不一样，《美丽新世界》是反乌托邦式
的，在那个所谓的“未来世界”，个体在出生之前被赋予了不同的身份地位，通过批量生产的方
式制造出来，这个概念其实与空白空间右面的展厅相似，这是一个去差异化、去人性化的社
会。就像我在《Wall》、《CMKY》和《Cut》形成的一件三联作品中，Wall指代网络安全保护
模式 ，CMKY以印刷术语隐喻教育知识系统 ，Cut则是审查机制的惯常行为。我把它们以一种
非常标准的形态呈现出来，以此来探讨人类认知的边界——我们当下对日常世界和周遭事物的
认知与理解即大致是被这几个因素所界定、塑造及操控着，这就是所谓的“美丽新世界”。

而左边的展厅则超越于当下，是一个将多元世界并置的空间。其中包含了物质自然界、信息世
界，迷幻界与彼岸世界，它们是相互交叠混合的。 其中作品《知觉之门》是象征了迷幻世界之
门，赫胥黎在 《知觉之门》一书中从宗教心理学的层面来探讨致幻剂、冥想以及梦境，它们打
破了感官对人类的局限，让人们触摸到一个无限而广阔的异像世界。我在作品中以自然物榴莲
和工业物热水袋来象征人的感官系统，它们是人的视觉、触觉、嗅觉、味觉、温感的集中体
现，复杂多元的世界信息被这类感观所过滤后压缩进一个单向循环的封闭性管道，这便是在无
限广袤的宇宙中我们所认知的有限世界。

《Wall》 不锈钢，烤漆，锁孔 95×95×3cm 2016年/《CMYK》 不锈钢，烤漆，锁孔 95×130×3cm 2016年/《Cut》不锈

钢，烤漆，锁孔 95×95×3cm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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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YK》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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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细节图

798艺术：在左面的展厅中，与《知觉之门》相对的是《彼岸》独自占据了一面墙， 作品的
下半部分似乎是类似于绞肉机的器械，而上半部分由翅膀组成，可能是鸟的羽翼也可能是天
使的翅膀，整个作品给人很强的压迫感，能否谈谈您的设想？

高磊：这件作品以金属激光切割而成， 上下两部分分别象征了自由与奴役、灵与肉、善与恶、
天堂与地狱等对立元素，它们彼此合二为一，形成关于生命终结之后彼岸世界的象征符号。 作
品的最初灵感是来源于曾经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标志——一只鹰傲立于地球之上。
这个标志彰显了人的自信，一种征服一切、控制整个自然世界的野心。但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
到当下，才发现这个被过度工业化的景观世界已经反过来开始征服与操控人类，我们已经完全
被这个所谓“美丽新世界”所奴役了。 我在创作中以类似于商标与纹身图案的方式呈现当下和未
知彼岸世界的关系， 试图从宗教中关于末日审判的概念来探讨人类的终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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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 铝锅，手机，钢丝 15×19×22 cm×10 总体尺寸可变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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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 细节图

798艺术：作品《在场》的呈现方式非常独特，观者看到的只是十个悬挂在空中的两两扣合
的锅，以及墙上的一排数字与之对应的数字，能否具体谈谈？

高磊：我用自己的身份证在移动和联通分别办理开通了10个手机号码，把我的真实身份分裂成
10个虚拟身份，建构出一个虚拟世界的群体，同时又使它们被真实的日常物抑制封闭。10部不
同号码的手机被密封于金属锅内，观众拨通这些号码后得不到任何应答，只有手机铃响在锅体
内的沉闷震动声，意味着这些被禁锢的虚拟身份即使“在场”也无从发声。 有趣的是，虚拟身份
在开通之后会接收到很多垃圾短信与广告电话，手机铃声甚至会在夜晚的展厅中此起彼伏地响
起。

《旷野》 不锈钢，烤漆 94.5×94.5×3cm×6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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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 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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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 细节图

798艺术： 展览的题目《旷野》这一题目与你的一系列作品同名，是否与现代人的生活状态
相关？

高磊：《旷野》这一系列最重要的是画面背景中的那根地平线，这和杉本博司的一系列海景作
品有呼应，他探讨的是时间和永恒的概念，因为水和大气是最恒定的两种物质。在我看来，陆
地产生之后，那条线就变成了天空和土地的关系，特别是人类文明的出现之后。我在作品中将
景观化社会中的各种生命个体以日常工业产品矢量化的图像模式呈现在空旷的背景之中。它们
被彼此混合杂交，彻底脱离了其原始的功能属性，成为被弃之于旷野的无用之物。 也许当人置
身于旷野之中，才会真正开始反思自身和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原始意识的无限性。（采访/撰
文：晓睿 图片提供：空白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