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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来，随着数千个铝合金制造的

“英文方块字”被逐一固定在漩涡状的巨大钢

丝结构之上，浦东美术馆中央展厅内，当代艺

术家徐冰的大型装置作品《引力剧场》如有生

命般在空间中慢慢地自然生长，来馆里参观

的观众可以从一层大厅和楼层间的窗户里向

下目睹它诞生的过程，这样的“在场”，也成为

作品连接观众和艺术家的一部分。昨天起，

《引力剧场》终于以全貌展现在观众面前。

《引力剧场》并非只是简单地被“放置于”

展览空间中，而是在挑高超过30米的展厅内

部形成一个从高处垂向地面的巨型文字漩

涡。受引力影响，文字被拉伸变形，并经过展

厅底部巨大镜面反射，凸显出作品与空间相

互“穿透”的纵深感。这样的形状可以想象成

一颗石子坠落在巨大的网中，也可以想象成

被咖啡杯一瞬间拉伸的纸网。

当观众步入中央展厅，站立于装置底部

时，仿佛置身于剧场的正中心，可以观察到作

品中的文字发生反转与形变，难以迅速识

别。反转的“英文方块字”经镜像空间的修

正，又变得可以阅读。只要打破固定思维，就

能顺利读懂这些文字的意思。而此刻因受视

线局限，观众仍然无法一览作品的全貌。艺

术家通过作品与中央展厅特殊空间的相互配

合，引导观众移步“剧场”更高楼层，追寻更佳

视角，而之前变形的文字也因为观看视角的

改变而逐渐趋于正常。到了展厅的最高层，

观众终于可以看到文字的正面，却仍然无法

完整地阅读文本。真正能够窥见文字全貌的

理想视角，其实在遥远的高空中，但是也可能

窥见了全貌之后，文字已经渺小得如蝼蚁，失

去了原本表达的意义。

其实，徐冰透露，作品中“英文书法”的原

文本，摘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路

德维西 ·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哲学研究》，从语

言哲学的角度出发，提示出语言的使用给人

类所带来的认知误区。《引力剧场》的目的即

引发大家对人

类文明进程中

不同文化之间

的纠缠、角力、

拉扯及相互影

响的思考。

围绕主体

作品，展览还在

地下一层公共

区域展出一系

列配套作品：包

括一套展现作

品透视原理的

小型视觉装置

《引力剧场：透

视模型实验》；一套由10个不同观看视角组

成的《引力剧场：寻找理想视角》分析图；一部

呈现作品构思及制作过程的纪录片；以及视

角游走于模型间的动画短片。这些辅助作品

在具有一定艺术独立性的同时，也为观众对

《引力剧场》的解读提供了更多元化的角度。

《引力剧场》与正在馆内展出的大型个展

“徐冰的语言”形成了完美呼应，“徐冰

的语言”展览将延期至11月13日。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本版摄影 记者 王凯

《引力剧场》露出全貌

“移步换景”
看文字奇妙

当代艺术家徐冰在
国际艺术圈始终以极具突破
力的艺术创作拓展着艺术的边
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创
作的成名作《天书》系列中，他设
计刻印数千个包括自己也无法认
得的“新汉字”，以图像性、符号性
等议题探讨中国文化，成为中国
当代艺术史上的经典。上世纪九
十年代后陆续创作了《新英文书
法》《鬼打墙》《地书》等。1999年
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 ·阿
瑟奖。近20年来，徐冰的创作面
向艺术介入社会的题材，《烟草计
划》《木林森》《凤凰》等均是颇具
深度的代表作品。

正在浦东美术馆展出的“徐冰的语言”

是迄今为止徐冰在中国最大的个展。在新

作《引力剧场》正式向公众开放前，徐冰

接受了新民晚报的独家专访。

新民晚报：《引力剧场》在这个空
间里像自然长出来的，而非一个放

置的作品。

徐冰：确实，《引力剧场》
为浦东美术馆的空间特

意打造。从 B1到四

层，每一层都有观

察的窗口，对应多

个观看点。从

下往上看时，

文字是反

的，但通

过底部镜

子看又是正

的……这件作品就

是利用了各种手段，把

阅读障碍，互相纠缠、抵消

混杂在其中。若是观众想找

到一个最理想的观看视角，我想是

找不到的，若说真的有理想观看点，应

该在美术馆上方的天空中。

新民晚报：您的大型装置作品完
成的时间都很长，整个过程中，您会不

会改主意呢？

徐冰：我总是希望用新的艺术的
表达法来处理我的艺术，我的感受和

说的话，必须是没有人说过的，要说得

到位说得好，必须要有新的方法，这就

是新的艺术语汇产生的缘由。

我的创作首先有一个想法，判断

值得去做，就会计划得非常清楚，但到

了现场一定会有各种新冒出来的条件

限制，比如防火设施、安全设施，最终

判断不是固定的，是在一定的流动的

关系中得出结论。心情对我的影响因

素比较小，我的作品比较抽空个人情

感，所以颜色不多，而且叙述个人琐事

的作品不多，非常个人化、临时性的作

品，与我的风格不一样。

新民晚报：这次因为疫情停滞了
三个月，有没有对您创作产生影响？

徐冰：让我有时间反复推敲这个作
品，你看，这些字每一个都不能对换，每

个字都是由它周围的字决定的，就像我

们所有的事情的发生之间都有内在联

系。艺术作品就是通过无法描述的视

觉表述法，给观众以特殊的感受。

艺术带有诚实性，这是我疫情以

来认识到的。艺术有这个作用才有意

思。如果我想炫耀特别西方化，我想

被关注，我处理形的时候就会夸张一

点。你不想看到的这些艺术也表达了艺术家的态度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艺术，诚实地表达了艺术家的价

值观。

新民晚报：您的作品在当代艺术中颇具亲和
力，让人感到温暖和亲近。

徐冰：我是从中央美术学院传统
的教育中走出来的，那时候的作品情

感比较细碎，这种专业训练和对现场

关系的研究，让我学会了把规律性

用于现在和当时的创作。

亲和力与我们最初受

到的“艺术来自人民”的

理念一脉相承。我对

于全球当代艺术的

不满意也在于

当代艺术假大

空，先用吓人

的面孔将人吓

跑，完了之后没东西

了。我的艺术欢迎观众

进入，进入之后会发现，很好

玩、很亲和、很舒服，离开后，观众

又发现，自己曾经被引入了一个新的

领域受到了新的启发。我喜欢作品中的不

确定性、多层性，我喜欢这种雅俗共赏的境

界。《引力剧场》如奇观一般，你来网红打

卡，很好；要是从中体会到英文和中文的关

系，很好；若面对这种从未见到过的文字体

会到新的知识，就更好。

新民晚报：您在“徐冰的语言”展览作
品《背后的故事：桃源仙居图》的材料中用

到了几份新民晚报，是故意强调一个作品

的在地性吗？

徐冰：《背后的故事》，不是一个实体绘
画。它是一个由光影和空气构成的影像，

是虚幻的、不存在的，光在空气中的渗透，

比任何颜料的调和都要丰富。古代绘画经

过了时间的氧化，边上暗暗的，需要用半透

明的报纸遮挡一下，我就找一些当地的材

料，当人们发现自己身边熟悉又细碎的东

西，会感到更亲切。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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