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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访】石至莹：用“珠子”探索时空与宇宙 

撰文：彭菲 

 

6 月，上海艺术家石至莹先后在 Jewelvary 和上海科恩画廊举办两场个展。前者展示了她不同时期的

几件代表作，包括海景、佛像和与近作;后者则集中展出《珠子》系列，涵盖油画和纸本作品。这是石至莹

过去一年中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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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展名《“我并不假装理解宇宙”》出自艾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句“我不想假装理解宇宙，因为它比我

大太多了”。空间感和时间感是石至莹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无论是海洋、鲜草、佛像或者珠子，她都希望

用不同风格的绘画语言与色彩，将形而上的概念落到实处。 

在新作《珠子 2》中，两颗看似连接的发光球体，像是浩瀚宇宙中闪耀的星。石至莹说：“要在珠子

上表达时间和空间感，其实难度不小，因为它的造型更接近抽象，所有的变化固定在一个圆中。” 

不过，造型简单的球体似乎能引发更开放性的解读。它可被视为一串散落一地的项链，几颗童年时玩

味的玻璃球，凝神的佛珠，或者神秘的分子。“我想用作品激发一种普世的体验感，让不同背景的观众，

都能感知。” 

或许，正如赫尔曼∙黑塞的小说《玻璃球游戏》那样，石至莹也在画中深藏游戏规则。它们就在那里，

等着观众来发现。 

 

石至莹《珠子 9》 

雅昌艺术网：为何开始创作《珠子》系列？ 

    石至莹:《珠子》系列是我从去年开始画的，灵感来自赫尔曼∙黑塞最后一本小说《玻璃球游戏》。黑塞

想象着未来有一座积聚人类智慧的精英学院，其中有一门“玻璃球”课程，专门培养游戏大师。他们在玻

璃球游戏中建立一种规则，规则对应到对于宇宙的一种理解。不过，要掌握游戏规则时，学员必须建立复

杂的知识体系。黑塞始终在寻找一种方式，使他的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能圆融到一起，他似乎觉得完全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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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感性的理念世界并不可取，但没有理念世界，可能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但是要做到

却很难。 

    绘画的过程就像游戏一样，我在画面上制定游戏规则，但它代表什么，每个人想象得不同。画画虽然

是精神层面上的一种行为，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绘画本身，它的物质性，形式语言，对画的理解，因为这

套规则很具体，并不是形而上的。 

    雅昌艺术网：对您来说，《珠子》系列的最大突破是什么？ 

    石至莹:  首先是“无形”到“有形”的转换。在还没画珠子前，我画过佛壁造像。当时，我去西安、

山西等地旅游，石窟里凿的万佛洞壁，表述的是不同于我们现世的时空观。画的时候已经开始处理造型和

造型之间了关系了，在画佛像之后，珠子是把造型往更抽象的一种推进。 

    另外，时间感和空间感，这是形而上的观念，如何通过绘画的形式、语言等方面落到实处。珠子的造

型很简单，也比之前的海、草、石、佛像等更抽象。比如“海”的取景和处理手法本来就有空间上的延展

性和时间上的绵延连贯，但画珠子不一样，在画面上，我只能靠它的大小，高低等来处理空间位置，并且

这些完整规则的造型本质上是分割空间的，所以要在这些造型之下建立一种绵延连贯的画的过程是相对较

难的一个实践。越是简单的事物越难处理，珠子的造型规整，画本质上的动态作用在固定的球体表象下，

要处理的好不容易。 

    雅昌艺术网：如何看待作品中珠子的对应关系？ 

    石至莹:  我画过多张“两颗”珠子的作品。我喜欢探讨两个物体的关系，因为它是最基本的，其中包

含物理位置的关系和它们的相互作用力。这种关系从一幅画里的每一个元素一直可以扩展到一组作品之间

的互相关系，伴随珠子数量的增多，它们的作用力会如何变化。 



 
2015-06-16 07:48:27   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责任编辑：彭菲 

 

石至莹《珠子 2》 

 

石至莹《珠子 8》 

      雅昌艺术网：《珠子 2》是典型的讨论两颗珠子作用力的作品，这似乎最接近您说的宇宙的时空性的

作品？ 

    石至莹:  像展览题目所示，其实我是想说绘画就像是个游戏，我们以为我们理解宇宙，但其实这些都

是出自于我们的经验或是想象或是冲动。创作这件大尺幅作品前，我先画过几张小的。首先，画面中只有

两颗珠子，它们互为参照物，背景又黑茫茫的一片，要处理的原始混沌但不是模糊非常难，当一幅作品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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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放大之后，随着每一笔被放大，画中很多问题也会放大浮现，你的“气”要一直自觉地保留着但又不能

刻意。为了防止过分的颜料滴落痕迹，我是把它平铺着画的。 

    另外，画《珠子 8》前，我看了一个纪录片，是说日本当地有个非常大的科研站，科研站内部布满了

金属球，为了捕捉宇宙中还搜索不到的能量。我一听，觉得它和万神庙是一样的道理，只不过前者是高科

技下的产物。所以，我截屏几个片断，并通过自己的想象完成作品。在这件看似穹顶的作品中，每一颗珠

子都一样，但又完全不一样，过程很有趣。 

    雅昌艺术网：有人看到珠子，会联想到佛珠。 

    石至莹：我也有听说过。我比较喜欢大家看到画有自己的理解，你体验到什么就是什么，我比较倾向

的是，在画面前，观众能成为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观者。在画前萌发出最原初的感受和体验是可以和

你面对对象世界时所受到的身体触动具有共时性的，它是一种比较普世性的体验，即使不同知识背景的人

也能感受到。 

    雅昌艺术网：您之前画海时，是看着海景照相片画的，《珠子》也是吗？ 

    石至莹:不是，我是写生的。因为写生能够解决我画面的问题，写生时随着时间光线的变化，每一次的

观察体验都不一样，这种生动性是会直接  反应到画面上的，和画照片完全不同，因为这不是一个和图像发

生关系的过程。我在淘宝网上买了一袋小时候玩的玻璃弹珠和一串珍珠。我把一串珍珠剪开，像放静物水

果一样来写生。纸本比较容易达到玻璃球的通透感。 

 

石至莹《玻璃球游戏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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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昌艺术网：您画得最多的是海，现在看那段创作历程，有哪些新的体验？ 

    石至莹:  我是 2006 年开始想画海的。最初想表现得观念一点，拍了一组组照片，还在作品上写诸如“红

海”这样的字眼，后来觉得太做作。大概一、两年后，我觉得应该把画面中多余的信息剔除，回到纯粹的

画画上。因为我发现，自己想要表达的就是简单的体验性的东西，多余内容放进去其实很干扰。我个人比

较适合画画的，觉得画画有意思，也愿意继续往下做的。 

    艺术家都想要突破，但画画本身以及它的形式语言并不会束缚我们，束缚我们的是自己的某些惯性。

所以在不同阶段，我都会回头再画一画海，看看一些问题解决了以后，作品是否会改变。 

    雅昌艺术网：今年有其他展览计划吗？ 

    石至莹:  目前没有，我现在还是自己一个人画画，没有助手的。画画是个慢活，变化不会非常快的，

并且一个人的能量来不及不停推出好作品，因为画重要的还是在过程，不是为了一个结果。我画画的方式

目前来说用不了助手，所以如果作品不够到足以撑起一个展览，那就不着急。 

    我很欣赏一句话，“让每一个原子都饱和。”  绘画也是如此，画面里的每一个原素都能饱和独立，正

如塞尚，他每一笔都很饱和。目前，我只希望进一步在珠子的意象下，通过每一笔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

现画面中的时间性与空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