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的媒体采访过的就不要问了”，这是刘辛夷坐定后对我说的

第一句话。难道问每个问题之前先要检索大脑数据库，他……

什么节奏这是？就这样，没等开口准备好的问题们像鸡毛散落

了一地，小编瞬间看到这间咖啡厅变得不美好了，自觉被扔进

了深渊。沉默，我良久沉默。所幸在这无助的几分钟他一直在

说着话。听闻刘辛夷是位认真、要求高的艺术家，果真耳听不虚。   

刘辛夷
我 关 心 的 不 是 政 治 表 达

文 / 史伟 图 / 刘辛夷

政治和媒介 

“土豆烧牛肉”，是刘辛夷在空白空间的新个

展，也他第一次“烧”这道菜。一包土豆是展

览开幕当天他收到的一份礼物，牛肉面是接受

采访时他点的餐，土豆和牛肉都有了，巧合

地呼应了展览。6到7分是他对这次厨艺的评

分，他原担心出盘会糊。

每个个体都力求旗帜鲜明地活出自己，何况艺术

家这一以创新为生命的特殊族群。谈到刘辛夷，

自然与“政治”关联，当然这仅是外界粗略式的

标签分类。事实是，刘辛夷并不在意于政治表

达，他关心的只是普通人在当代条件下的政治体

验，这并非直接来自人事关系以及家庭等小范围

内的政治，而是在信息过剩的社会，我们或主动

或被动地涉足其中，仍然无从避免意识形态对你

我认知过程的干预。这或许才是刘辛夷及他作品

中关心的“政治”的源头。

刘辛夷不希望他的艺术成为一种图解的论述。

他的“政治”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并不直接与他个人的政治表达发生关联，核心

在于如何以日常体验消化政治体验或者知识性

体验。有些抽象，从作品可见刘辛夷是与现实

社会的表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重在日常体验 

本科毕业后初到英国，时刻被问及有关中国的

事情，信息时代资讯碎片的真实性遭到质疑，

与这片土地上的人如何形成有效对话或者互相

理解成了刘辛夷必须面对的最基本的日常政治

体验。于是他创作了第一件政治话题作品，在

两个模型手上安装电机、飞机的螺旋桨，它们

在空中有机会握手，但是一种很暴力的握手，

是硬碰硬的矛盾与冲突，相对激烈。毕业前

夕，他看待问题的态度发生转变，完成了《马

恩列斯毛》等作品，抽离掉政治人物或偶像的

具体形象，只留下胡子形状。这一转换委婉柔

和又不失幽默，同时也是他对日常体验的一种

正面思考与反映。

个展“土豆烧牛肉”回到了对于地缘政治的讨

论，通过网络收集的方式，刘辛夷构建了一个

知识性的背景素材库，代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

义国家的图像和图形是素材库的主题和元素，

不涉及元素本身的尺寸及材质，符号本身被赋

予的历史意义及意识形态性不可撼动，通过分

解、化合，刘辛夷将其固有理解程式打破。这

是作为他阐释系统中的一部分，是一个集中性

的研究项目在持续推进。该素材库作为当下话

题讨论的底色存在，可称为此次个展“土豆烧

牛肉”这道菜的“汤底”或“底料”。“土豆

《余粮》尺寸可变 塑料泡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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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牛肉”与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一次出访

讲话有关，其中的意识形态意愿在刘辛夷的阐

释系统中被消解掉，也并非讨论的最终指向，

甚至只是一种中介、一个隔离箱，脱离原有逻

辑系统与价值判断，同时加入与公众生活相关

的鲜活“食材”，并反过来凭借这份“汤底”

对今天的日常体验有所启发或影响。这一转化

不教条、不生硬，而是轻松和调侃的。

Hi艺术=Hi 刘辛夷=刘

借政治寻求自主

Hi：国外求学的经历之外，促使你创作政治

题材作品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刘：我们在对外学习过程的同时，也希望被世

界所接纳，实质上是在自我革新与自我改造，

从而形成正确的或自家的路径，这不是个人问

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后发世界追赶先进

世界的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是观念层面的认知

促成改变。世界分有层级，造成文化与文化、

人与人不平等的原因最后还需要回到政治上寻

求理解。

Hi：你作品中的“政治”似乎又与政治本身无

关，你的创作指向是什么？

刘：我不是政治家，也不研究政治学，不会去寻

求一种总体性的回答，那是政治史与国际政治研

究者所关注的领域，它高高在上，与日常没太大

关联。我不希望我的创作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的

简易读本。关注自身，再到与观众的理解互动，

整个过程是在寻求主动性，接近自主。

Hi：2013年你做过的几个项目“日光亭项

目”、“请勿穿越”、“有求必应”大多与具

体的展示空间发生关联，是否对于探讨主题有

某种程度的稀释？

刘：我倒是认为有所促进。我可能还不想成为一

个定型的艺术家，这种实验是在延展新的可能

性，也会启发我理解自己工作的方向。比如在地

一现场的“有求必应”是一个很强调互动性的项

目，整个展场更像一件完整的装置作品，我将空

间视作“老干部活动中心”，“二次反击”、

“地外生命”、“休息指数”等就是其中的娱乐

设施。在更早的日光亭和请勿穿越的项目里，则

更偏向探讨虚拟环境下的规训。

不做定型的艺术家

Hi：与前两年的项目相比，“土豆烧牛肉”不

再直接利用现成品进行创作，这种形式上的改

变是出于什么原因？

刘：并非我对改造或使用现成品的方式不满

意，而是它们在作品材料及尺寸方面会存在局

限。转换现成品不是作为创作的启发点，重心

是如何利用视觉图像组织成的素材。其实这次

现成品也有用到，比如航标灯和锤头，只不过

这些不再是我借用来关联生活经验、知识经验

的一种必须。

Hi:你是在将讨论的问题由相对宽泛转而集中

于某一个点，再将素材深化去做吗？

刘：可以这样讲。我希望更关注于一些研究性

的项目，我认为年轻艺术家在创作初始阶段肯

定会对很多议题和方法感兴趣，但仍然需要集

中精力，需要在方法或在态度上保持有一致性

或确定性。此外，还要有所突破，我也不希望

很快将自己定性为某种具有识别性的艺术家。

这次也是一个实验性的尝试，基本回归我对国

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兴趣，但讨论地缘政治不

是目的，而是去和一种影响我们普遍看待世界

的方式打游击。

Hi：从单件作品到整个展览，黄色似乎是主

色，你是在有意强调什么吗？

刘：这是素材决定的，并不是我选择要突出

的。这种黄颜色常与红色搭配，形成某种话语

或与意识形态的残像。一旦抽离出来又比较明

快，鲜亮、活泼、充满戏谑意味，比如在地图

里面黄色标签让人联想到某种危险提示，因而

它具有多义性。

Hi：你接下来的工作是什么，还将烧这道菜

吗？

刘：碍于技术手段，这套素材库中还有几件作

品没有完成，还将继续。但不会做“土豆烧牛

肉2”，对于还需要推进的部分，在共有的知

识性理解外，我仍然需要一些非常独特的个人

探索，这种探索，才能使得这个理解产生一种

具有真实感的力量。另外，其他的项目也在进

行当中，我希望在2013年和今年项目之后，

将这一体系的实践做得更饱满。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160×160cm×3（单幅） 艺术微喷 2014

《健美阶级》23.5×17×31cm 铁，漆 2014

《一夜回到解放前》尺寸可变 航标灯，控制器，亚克力板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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