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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文菲

y字面的意cT揣测，展览标题L无穷的开始”似e以矛盾修辞法指涉一种空间化的时间：L开始”具有某
种瞬时性，而L无穷”却将瞬间分割为无数岔道，y而使d无限延展JJ杨健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后现代风格
的微型城市迷宫，反映当代时空感知的变异，并以反讽的方式在这一虚构空间的范畴内探讨不同层面的认知
问题。

L无穷的开始”展览现场，2016。图片由空白空间提供。

或许，杨健的L迷宫”反映g当代城市建筑空间的某m特征：如果说现代ac的建筑意味着理性秩序与割裂
于传’城市…理的–构，那么后现代风格的建筑空间则不u让”身于其中的s产生方向错f的不稳定观感，
甚至试图将外界的空间内化于自身d中。在此，杨健将整个展厅改造为一个大型迷宫，以支架与廉价的半透
明塑料布作为建筑材料。一方面，不按既定地图路线穿行的观众会行至无路可走的绝境，或L偶遇”散落在
迷宫d中的作品S另一方面，由于迷宫由可拆卸的塑料布构成，一m观众会自行Φ下塑料布而走TL捷
径”，y而破坏建筑–构所L制定”的规则。杨健的迷宫让s联想到约翰·波特曼（.o9n 0orAm3nP设计的
洛杉矶鸿运大饭店（296 Bon3v6nABr6 -oA6lPJJ这一具有多重入口与错综–构的建筑不再设”某种单一
的确定行走路线，而是赋hL穿行”这一行为某种偶然性S展览中，半透明、可拆卸的塑料布则与鸿运大饭
店中的玻璃幕墙如出一辙，反映现代ac建筑以降的L去物质化”倾向，譬如玻璃的广泛运用JJ物质材料
丧失g其重力，透明或半透明的表层直接承载空间的视觉纵深，而削弱g整体感知的触觉性。此外，轻盈的
迷宫墙壁T漂浮着丝“印刷文字，记录着艺术家对于建筑、时间等方面的思考，在引入文本的同时，进一步
消解g迷宫的物质性，而强调信息的传递。在散落的文本段落中，有一句话颇具深意：L迷宫脱胎于我早年
设计的一个未实现的建筑……每一块面都是一个屏幕，它其实就是一个双面屏幕搭建的大篷子，各种图像包
裹着s们……”时至v日，L屏幕墙”早已不u为一个隐喻，而充斥在现实生活中：购物中心、广告牌、地
铁站JJ这m屏幕彻底打破g不同时空的界限，将世界的广延转化为纯粹的图像信息，并取消gi物d间的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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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健，《车轮碾过的河流》，2016，大理石（印度黑P，99 × 33 × 68 4m。图片由空白空间提供。

在某种程度T，这一去物质化的迷宫蕴含着不断重”、相互o叠的时空线索，而杨健在这一空间中植入的作
品亦呼应着该a题。在作品《地下》《检测到风》中，艺术家将轻薄的屏幕嵌入不规则的–构或直接”于地
面JJ在此，屏幕不u是一种观看的媒w，更作为建筑的材料而融于迷宫d中。屏幕中播放的影像必然指向
另一时空中的i件：《检测到风》采用运动目标检测技术制作实时监控录像，以L红框”标出运动的物体，
甚至直接展现录像时空d外的观看视角。杨健亦试图以雕塑的语言传达时间的质感。他在一块凹凸不平、带
有不规则波纹黑色大理石T雕刻出类似于车辙的痕迹JJ如作品的标题《车辙碾过河流》所示，指涉河流的
波纹在一般文化语境中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而这一动态的流逝过程似e由于车辙的w入而被记录下来S《环
形山》则由一整块废旧的凹凸不平的铅皮构成，形如火山口或陨石坑遗留的痕迹。在这两件作品中，艺术家
使用的材质仍具有强烈的触觉性，并在粗粝的物质性表面切入时间的维度，甚至略微显现出在现代都市中早
已隐没不见的厚重感JJ尽管，在轻盈的迷宫建筑中，所谓的L厚重感”只能是反讽的。

杨健，《检测到风》，2015-2016，录像装”、单屏彩色有声影像、铁，2分13秒。图片由空白空间提供。

实际T，如果我们要描述这一L迷宫”中作品的风格，或许唯有借助L反讽”一词。在《爱丽丝的漫游》
中，杨健引用著名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兔子形象，以铅皮为a要材料制作g一只·∙卧的兔子S它的
身T竟插着几根路由器的天线，仿佛刚y某一未知的时空跌入这一迷宫里。实际T，路由器的天线并非u为
装饰物，观众可以使用移动设备连接名为L3l:46’s D3n56r:n8”的无线“络JJ由此，这件作品以幽默的
语调将迷宫中的游逛者接入虚拟“络的另一重时空。在某种意cT，杨健的某m作品甚至直接调侃g所谓的
理性ac。《肤浅的隐喻》中，艺术家在测绘脚架T放”一盏废旧的德国煤油灯，并在其内部安装g一
个L问号”状的/65电池灯。煤油灯与测绘脚架均为近现代科技与理性的产物，象征着s类对效率与精确的
追求，而这一切似e被由当代技术制造出的×眼红色问号完全解构g。《切分的s》则以近现代解剖学的s
体断面为蓝本，把螺旋状的s体切片缠—在纤细的木棍T，并将其整体”于一辆配备轮子的可移动木板T，
仿佛手术台T正被解剖的s体。或许，真正的s体断面会令s感到极度不适，而此处L切分的s”却通过戏
仿s体解剖的场面而削弱g解剖行为的戏剧性效果与科学进步所蕴含的残酷性。作品《1D11 - 3939》位于
迷宫的中心地带，源于艺术家与美国L斯隆数字化巡天”（1D11P项目的合作。1D11是国际天文界规模最
大的星系图像与光谱的绘制项目，杨健设法获得g一块绘制着星系图像的1D11纤维板，并将其与大象的模
型嫁接在一起。L大象”的形象源于一则神话故iJJ顺着大象的腿向T爬便即可触及宇宙中的繁星。或
许，在高度分工、专业化的世界里，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科学唯有以审美化、浪漫化的方式才能呈现自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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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的漫游》，2016，铅皮、玻璃钢、木头、滤光片、路由器，117 × 60 × 25 4m。图片由空白空间提供。

《肤浅的隐喻》，2016，马灯、/65 电池、测绘脚架，95 × 95 × 175 4m。图片由空白空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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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分的s》，2016，铅皮、铜、棉线、铁板、铁棒、木板、轮子，尺寸可变。图片由空白空间提供。

《1D11–3939》，2015–2016，铝、铁、1D11 光谱望远镜光纤插板、/65 灯，雕塑：80 × 80 × 140 4m，圆环：H:
200 4m，总体尺寸可变。图片由空白空间提供。

不过，展览中似e存在一件与整体氛围格格不入的作品JJ迷宫出口处的《生命倒计时》。在此，艺术家计
算g家族成员的平均年龄，将自身理论T的剩余生命时间以秒为单位量化在/65电池灯T。尽管此处的L生
命”被抽象化为数以十t计的L秒”，令s难以对时间的具体长度做出直观的判断，却无疑重返g线性的时
间，指向命中注定的死n，在后现代风格的迷宫内制造出混杂着戏谑的崇高感。我们难以判断，杨健为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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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宫的出口放”这样一件略显沉重的作品，不过，或许无论我们”身并生存于何种时空d中，或被何种时空
–构所决定，L死n”必然在L迷宫”的出口处与我们相遇。

《生命倒计时器》，2007–2010，/65 芯片、透明树脂、土、杂草、l克力，11 × 5 ×12 4m。图片由空白空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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