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尘同光”，本是一场关于不朽的讨论，石

至莹将过往对于海、草、沙、石的讲述，转向

以更为具象化的参与，同样基于自身的视觉体

验完成，被时间打磨的佛像其背后的宗教指向

不再成为叙述的重心，而时间的留存与其对于

本源的追溯则依旧不忘初心。宗教建筑同样纳

入图像的表达范畴，其背景中的暗色变化与其

早期海系列的视觉特征存在内在隐秘的关联，

即便，其间带有并不自知的无意识。展览本身

构建于物的迁移，却在过程中，已然发生了自

我的矫正。在图像轨迹的从物到看似无物的变

化中，或许，静观才是唯一看得到光的方法。

和尘同光

“和光同尘”本是出自老子的道德经，讲为人

之道。石至莹将之中尘与光的意象提取，恰恰

映合了其创作中从内容到语言的迁徙。文字的

本意是将光削弱至尘，而石至莹在绘画中对于

那些本就尘土湮灭之物加以光感的处理，从更

深的意图中是通过绘画使其回到事物的本质。

在对于造像和宗教建筑的讲述中，在形象上更

为具象的图像自身就有着丰富的语意指代。那

些在时间中被消逝的佛像残破，失去了面容和

手势，那些在宗教功能性的指向消失的背后，

单纯的伫立仿若一种沉重的碑林。那些光晕成

为了对湮灭若有似无的无力捕捉。

在绘画图像的迁移之外，石至莹在佛经与科学

的讨论中找寻到一种共通，在物质的最基本单

元中蕴含一种光体能量信息，物质从此而生，

灭而归。这与她一直所讨论的无限深远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基于光的伸展，其笔触同样完

成延展，从早先的透视方法，转向对于光的描

绘。在对于具象的反抗中，建立对于既定规则

的反抗，以完成抽离。

如其所是

顺势而为师法自然成为了石至莹在寻找深远之

源时最单纯的法则。借光而叙，都要归于光本

身，寻找其特征而完成表达，这种对物的本初

的尊重，显得真挚而朴素。在绘画的表达中，

她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寻找法则的根源，依据自

然秩序而生，水法、石法是基于自然形态的变

化。这些建立于观看之初最基本的经验之物，

在当代的语境中，有着比复古更为深远的考

究，是对于风格导向和模糊化互相干扰的一种依

托，从根本上与图示化和简单挪用保持距离。而

当自然被抽离于绘画之外，具象之物的秩序是一

种动态的存在，石至莹以笔触的迁移作为顺延，

试图把对自然的感受抽象到画面上。

在绘画之中，所有的艺术家、作品、语言都是

其可参考的素材，看绘画，目之可见的是那些

新素材的加入，如同阶梯上升的持久，看山不

海，草坪，沙石，

那些细密而又深沉的，在不可辨的细节，

而当光在造像建筑旁，流转停留，

却又是一场关于朽与不朽的讨论。

石至莹

朽 与 不 朽

文 / 朱凡  图 / 空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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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山。而面对整合与表达的服帖，她自视为一

种能力的考验。

黑白非色

当黑白的色调似乎已经成为其绘画中的固有风

格，观者惯于在暗色中寻找细节的气息。而在

对于万神殿的描述中，大片金色加入，令那些

本不明显的笔触显形。而石至莹引用了王原祁

的话为应，颜色以补充笔墨上的不足。有些物

的描述在缺乏色彩的支撑时，成立艰难，色彩

的加入并非是为了加入而加入，而是源自对于

图像本身的补充，这种对于变化的感知源自精

神的触动，与其因势生发的绘画构建本身有着

脉络上的相似，同时也触发了其对于丰富性的

深入讨论。在绘画语言中，每每加入一个新的

元素，就自然需要面对丰富性与矛盾性的双重

问题，结构与表达之间更为多元的关系就面临

带有一定的宗教性。罗马万神庙或埃及的金字

塔都有政教合一的特征，也是最高集权的象

征。同时，与佛像一样，建筑也同为遗迹，不

过最初的功能性和意义指向已经完全消失，形

成一种被消费的景观。在时间中，意义消退，

从而回到最初讨论的起点，即没有任何偶像和

权力会永远存在。

Hi：在宗教建筑的场景选择上，有的是外部全

景，有的则是内部的结构片段，这种差异是有

意选择的吗？

石：罗马万神殿的内部透视感更强烈，而金字

塔和天坛本身的建筑体量就有很强烈的秩序

感。而这种差异与我强调观看的习惯有关，也

并非有意为之。

Hi：如何将自身关于绘画的法则置于绘画之中？

石：不管是佛像还是建筑，都处在不断变化的

消失过程中。回到绘画本体语言上，我选择用

如何画光感来面对解决这种消失。光是抽象而

形而上的，对于具体的物或重要的意味有着削

弱的作用。在西方绘画中的光是具象的，即使

平衡与修复。当然，石至莹面对这样的挑战，

对她而言，这是一种防止自我的方法。

石至莹一直在追问深远之处为何物，与哲学中

对于所谓绝对真理的考究相似，有着理想化的

无尽。但在她的笔下，这种空间、时间、物质

乃至精神的交错，似乎可感可知，同时提供了

一种冷静之外渗透蔓延的思考，并没有纯粹抽

象化的表象，而将其埋藏在更深之初。这种带

有警惕性的自省，或许方才是其绘画内敛之后

的强大所在。

Hi艺术=Hi  石至莹=石

Hi：为什么会选择佛像与宗教建筑入画?
石：这些造像与建筑的最初都与不朽权力相

关，或是代表权力宗教机构，或是人造的偶

像。实质是希望表达，造像或建筑作为物质现

象，朽是一种必然，而不朽是出自人对其的幻

象。没有任何权力能够不朽而永远存在。

Hi：在你的创作线索中，在这一时间上发生题

材的调整，原因有哪些？

石：在这一系列之前，很多小佛的形象就进入

了绘画中。这一图像与早先的海、草与沙有着

相似的关联。我希望通过透视形成无限的深远

感，而内在是对于我们从何处来归于何处的讨

论。那些万佛造像是从单一个体重复扩展到无

限。在感受上是相同的。也是从那时开始接触

遗迹，而后自然转换到单独的佛像之上。

Hi：笔下的佛像多是残破的，是现实中风化的

结果吗？是否与时间的消磨有关？

石：这种残破包含自然与人为两方面的消磨。

时间的意志是自然的。而人为则更多与宗教及

权力斗争和利益相关。

Hi：如果说向佛像个体的转变极为自然，那建

筑是以怎样的视角出现于绘画中呢？

石：建筑本身就是最大的权力集合体，其中又

《万神庙》 200×300cm 布面油画 2014

没有固定一个光源，明暗交界所造成的光源感

也十分明确，但是罗斯科作品里光感则是内发

的。在中国绘画中几乎没有人画光，除了在龚

贤，黄宾虹李可染的作品中有对光感的语言性

处理，这种光感没有固定来源，像空气一样。

我借用了他们的处理手法， 他们的绘画语言

是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观察和理解上，也就是

说作为局部性的绘画法则和自然法则间是可以

互为作用的。

Hi：在作品中，光晕感并不强烈，甚至有些克

制，需要仰赖观看的距离而可见？

石：作品中光晕更像是一层空气，包裹在物体

周围，如大气，与之相关，而不分散。为了使

画面透光，我选择将背景深压为佩恩灰和黑之

间，从平涂的效果转向使用选的笔触，规避了

过分的平面化，而形成失控的深度。

Hi：早先的图像多为自然现象，这次内容上的

转换，具象的出现是否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石：画自然景物，也是讨论其背后抽象的内

容，从其自身的秩序感和传达出的感受出发。

而如何从具体的物中将抽象讨论转接到绘画作

品之上，这是我现在所做的尝试。在佛像和建筑

的绘画之后，我也意识到物的含义太强而对抽象

又形成了遮蔽，造成了干扰。所以又画了珍珠、

项链、日晕一系列小尺幅的尝试，在图像本身与

抽象之间做出调整。我认为，绘画也有其自身的

规律，在这规律之下能够生出千变万化的物相，

而如何从对客观的感受到主观抽象的这一过程，

则是绘画语言要持续解决的问题。

Hi：从题目到宗教的建筑图像，尤其是佛像的

加入，是否会容易形成某些宗教性的暗示，这

似乎又不是你希望表达的重心？

石：宗教并不是特别选择表现的。当下的阶段

是从纯粹的光的表现中转向而来的，最初对宇

宙星云等更为单纯的光进行表达，但似乎显得

空洞了些，这与其内在的物质与能量的实质支

撑不相符，于是借这些事物来为光中增加可描

绘的丰富性与具体性，进而再抽离，在线性的

过程中建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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