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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子杨，《美西去了哪里？》，2020。彩色有声动画视频，8’57”。 
图片由艺术家及奕来画廊提供 © 武子杨 
 
参展艺术家: 
 

 
奕来画廊荣幸宣布将推出展览《异化?》——八位现居纽约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群展。该展览将囊括
以摄影、视频、绘画、雕塑等媒介为载体的共十六件作品。无论是新冠疫情，还是美国最近的社

会运动，针对这些社会事件而出现的浅表的直观评论往往很快就会流散于历史之中，唯有透过现

象并加以提炼后产生的观念和其本质才是推动人类迈向未来的力量。本次展览《异化?》将邀请观
者来一同揭开社会现象的外衣，深入探讨社会哲学中最基础的一组关系：人和人的生产物。 
 
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尽管在西方饱受争议，但对于现今的美国人来说，却变得越来越与自身的社会
和生活息息相关。马克思在1844年的论文中最先提出了“异化”的概念，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劳动者会逐渐与自己生产的产品产生异化，随即与资本家产生异化，最终与整个社会异化。

如果我们以艺术家的角度观察这条关系链，此时艺术家变成了生产者，艺术作品就是他们的产品

，那么上述的异化过程是否仍然成立？在美国本就是“异人”的中国艺术家，与西方艺术家 
 

398 Wes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4 | T: +1.212.255.4388 | info@galleryek.com | www.galleryek.com 

冯良鸿 沈忱 武子杨 

李山 沈玮 赵嘉玮 

李消非 吴玉仁  



 
 

 
相比，是否会经历不同程度的异化？又或许这种将“艺术品”定义为“产品”的假设本身就存在弊病？ 
 
一直走在工业化最前线的李消非，为他的“流水线”项目相继走访、拍摄了位于世界各地的280多家
工厂。本次参展的视频作品《我是一群人2》是他将过去十多年间收集的所有“零件”筛选、融合后
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与李消非冷静的旁观式角度不同，本次展览中的另一件视频作品——武子杨  
的《美西去了哪里?》呈现的是一个信息过剩的世界。这件在疫情隔离期间完成的作品，探讨了数
字化社会中的一组当代悖论：我们每个个体都渴望保持与信息世界“不失联”的状态，却不愿受到
信息提供者的反噬与控制。 
 
本次展览中的两位摄影艺术家——沈玮与赵嘉玮，都将自己放入作品中，作为艺术对象的一部分  
，而两人对于这一过程的处理也异于传统意义上的自拍像。在沈玮的《自拍像 （烫伤）》中，艺 
术家腿部在一次交通意外中被烫伤的创口显示出与本我相分离的态势，并展现出物件（水果）的

特质。赵嘉玮通过将手臂与戴着面具的本人“伸”入图像，巧妙地在观者与作品之间创建了一个“第
三空间”。 
 
沈忱绘画中的独特性是通过重复成千上万次单一绘画动作而达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沈忱与他的

绘画行为及绘画作品逐渐融为一体，他将灵魂注入了绘画，而绘画也分解了他的灵魂。他曾自嘲

：“我是一个无聊的人，每天做一件无聊的事情。” 而展览中的另一位画家冯良鸿，自90年代来到 
美国以后，就从未否认过塞·托姆布雷、布莱斯·马尔顿等西方大师对他的巨大影响。于他而言，借
鉴前人已经构建好的艺术躯壳，再以自我先天性进入，恰是艺术家个人表达式最强大而完美的展

现。 
 
吴玉仁挪用了纽约华尔街路面上的两块花岗岩，将其雕刻成液体喷瓶。这样的喷瓶无法被按压，

也永远喷不出液体。他借此提出问题：也许产出物与生产者之间的异化关系是双向的？或者引用

马丁·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当事物被去除了“物性”，我们的认知从何开始？ 
 
李山是中国最重要的生物艺术先驱之一，展览中他的两件《写生》作品，写的实则是生物体世界

的“生”。李山仿佛一位来自微观世界的画家，在器官与血管中“即时即地”描绘细胞层面的景致。然
而，这些图像从来不只隶属于生物界 —— 微观世界，更是人类社会 —— 宏观世界，乃至更高视    
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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