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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向人们提示一种新的思考的角

度，对人的固有思维方式有所改变。

《引力剧场》这件作品也是，当二

维的文本在空间中被拉伸到三维，

这篇文本的理想视点，就被反相推

远到美术馆上方的天空中，这个视

点可以还原完整的二维的文本，但

几乎没有人能看到，只能存在于观

念中。

《新民周刊》：其文本原文是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从语

言哲学的角度出发，《引力剧场》

如何思考语言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

响？

徐冰：之所以借用了维特根斯

坦《哲学研究》的一段话，因为我

觉得这种撕裂表面上看是一种文明

的纠结，其中涉及政治、地域、国家、

宗教等多方面因素，但最核心的部

分还是人种的不同。人类始终没有

摆脱动物性的部分，当下问题在根

性上是不同人种对待事情判断的不

同。就像我们学习和研究每一种语

言，最大收获是了解使用语言的原

始民族，如何看待事物。维特根斯

坦的哲学也是说人类怎么样通过文

字认识客观世界，在《哲学研究》

中他借助了“鸭兔图”图形来说明，

同一个对象可以被看成是两个不同

的东西。就像我的《新英文书法》，

可以说是英文，也可以说是中文，

其实只是把中文的外表和英文的实

质弄在一起了。

《新民周刊》：“徐冰的语言”

个展中的一些作品也曾在 2020 年明

珠美术馆“风景与书”展览中展出，

这次的个展在展览作品的选择上与

您之前其他的个展有什么不同？有

什么特别之处？

徐冰：明珠美术馆“风景与书”

的展览是依据当时美术馆的规划，

展出了几件作品，“风景与书”是

一个有主题性的多位艺术家参加的

群展。“徐冰的语言”是一个比较

全面的关于我的文字的作品的回顾

展，当时策展人给了这个展览题目，

我想有两层含义，一是我这个人爱

用语言文字做艺术；二是我在创作

上图：“徐冰的语

言”浦东美术馆展览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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