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11/2 追问历史 ——张大力访谈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DM5MTEyNA==&mid=400172705&idx=2&sn=41bc7e25c1fa8d135c05d7de987cf58a&scene=1&srcid=1028mFu… 1/21

追问历史 ——张大力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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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图片

《画刊》：这次展览规模很大，基本上涵盖了你从艺以来各个时期的作品。为什么会选在合美术馆做这

个展览？

张大力：这次是美术馆请我，所以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合美术馆的黄立平馆长到北京我的工作室看了一下，

觉得我的作品比较多也比较全面，就说能不能在他们那儿办一个比较大型的展览。当时我并不特别清楚所谓

的大型是多大，我以为是做几个大的装置或者什么。后来他再跟我谈，说把整个美术馆给我，我当时真吓了

一跳。这么好的机会，一个艺术家活一生都很难有一次的，还想什么，当然接受了。所以也非常感谢黄先

生。

《画刊》：真的是整个美术馆三层楼所有的展厅都用上了。

张大力：不仅展厅，连走廊都用上了。这个机会太大了。 这个展览实际上是一个史料的展览，通过所有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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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作品理清一个艺术家的线索，这个线索有两条：一个是我的艺术道路的线索，一开始做什么，后来做什

么，中间干什么，为什么到这儿了；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展示了一个艺术家跟现实之间的生活的线索，比如

说，为什么那段时间画那个，这段时间画这个？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圣人，肯定是受环境的影响、受中国当时

思想界风气的影响。像禅宗，还有“八五”时期的水墨，这次都很好地展示出来了。

《画刊》：从早期的水墨创作到涂鸦艺术，再由《第二历史》到一系列翻模和现成品雕塑，以至最新的

《蓝晒》系列。我感觉你所有的作品都延续着对一些终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例如：真与假、死与活、

过去与将来。

张大力：差不多是这样的。因为一个艺术家首先也是一个人，可能每个人从事着不同的工作，比如我从事绘

画，有人则是做音乐或者做企业，但抛开个人所谓的生存手段，我们肯定都会思考：一个人的存在到底意义

何在？人一辈子活3万多天，这3万多天怎么活？只是活着吗?只是为了来到世界吃口饭？肯定不是这样的。

那生命的意义何在呢？我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考虑会更全面一点，会更重视精神层面。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的精神有何用？我很早也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上大学那会儿

开始形成世界观，当时看了很多古书，也看了一些国外的哲学，看了一些小说，所以我开始特别关注生命。

你看我画的那些画，其实画得都是灵魂，芸芸众生。反正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整个地看下来，我发现我

没有逃脱关注人、关注灵魂、关注精神这条线索，最后《种族》系列那些倒挂的人就是把我80年代《红黑

白》平面的画变成立体的，我想我这条主线确实没有断过。

《画刊》：这次展览，应该也是你第一次这么完整地重审自己的艺术。

张大力：实际上我也没有真正地看过我自己，因为没有机会，没有那么大的空间。看自己需要有距离，

现在合美术馆给我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距离，提供了这样看的一个可能性。别人在看我的同时，我也在重

新看自己，看我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之前是一个对文学、历史最有兴趣的人，所以我也是按照这个

历史的轨道在走。除了关心精神以外，我的创作总是围绕着历史走，历史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画刊》：你提到文学，文学对你的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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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力：我原来没有想当一个艺术家，我想当一个文学家，原来我的理想是要写小说。但我那个时候看不到

书，能找到一两本古典书就不错了，而且都是从第四回、第五回开始的。后来我放弃了，我觉得真的没有那

样的底子，如果能考上一个什么大学的中文系，可能会当一个文学家。后来在美术班画画的时候，我想通

了，万物都是一回事，殊途同归，只要把一门弄通了就行了，但是文学在我身体里的部分我还没有扔掉。它

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给了我更多的可能性。

因为文学是一种想象和构成的思维，它教会我能形而上地看问题。如果一个人总是形而下地看问题，就没有

办法在创作上有超越，所以文学帮助我把一个事情可以形而上化，这个形而上对一个艺术家帮助太大了，因

为它是抽取一个空的概念，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概念，看到的永远都是东西的表象。举一个例子，我们所有的

人看水就是水，但是真正优秀的艺术家不会这么看，水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就是

H2O。但是水的表现形式很多，到了零度会变成冰，甚至能当武器杀人；热到一定温度又会变成蒸汽，但不

管怎么变，它都是H2O，要有一个这样的形而上的思维，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就可以不被普通的现象所迷惑，

他就一直有动力可以创作。

《画刊》：应该说《涂鸦》系列是你个人艺术历程的一个重要拐点。从单纯的涂鸦喷漆发展到在拆迁区

的墙上凿洞，涂鸦由干涉、介入拆迁现场到变成融入拆迁现场的符号化景观，再经由摄影定格呈现出

来，我觉得这一系列视觉语言与媒介的演变和转换，最终体现的是一种艺术手段和历史现场的极端契

合。

张大力：最后能把这个墙凿透了。实际上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我没有想到那么好，如果我想得那么好我就不

会涂鸦了，我直接去凿完了呗。所以创作确实有一个过程，我总说艺术创作有可能是1+1不等于2，可能1+1

等于11，最后才知道11怎么来的。所以我觉得做艺术有一个量的问题，就是有时候需要一个量的堆积，量变

到质变，如果量不到，质就出不来。所以我涂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了一些民工在那儿拆墙，这

个东西来了，来得很是时候、很恰当，但是前面要不涂那么多年，肯定不会来。涂鸦凿完了洞以后我自己都

很震惊，像血脉被打通了一样，觉得终于把话说透了，不用说废话。前边总在解释涂鸦是抗议的手段，涂鸦

帮助弱势群体，那个拆完了之后什么也不用说了，那个涂鸦跟中国建设结合得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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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色的土地上》 张大力  200X300cm  2007年

《画刊》：《AK-47》系列，你关注的是怎样一种文本和图像的关系？

张大力：艺术家他怎么也跑不出一个造型，说得再多还是用一个形式，用一个图像，用一个能摸得着、看得

见的玩意儿呈现，这个就牵扯到你怎么去处理图像。每个人处理图像的方法不一样，我考虑的是怎么把对图

像的处理和对历史的处理，以及对个人经验的处理糅合到一个画面里，这是我的重点。

我当时在做涂鸦的时候，不仅仅是画人头，涂鸦的旁边还写了AK-47的文字，后来涂鸦那批作品结束了，我

就想我要把这个符号再抽出来用一下。不光是AK-47，我还用中文的口号，我觉得口号也是一种暴力，因为

它控制你的思想，如果天天跟你喊口号，天天和你这么说，你也就这么认为了。中国是很奇怪的国家，全世

界我都没有看到满大街有口号，中国的口号每几个月出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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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机器》 张大力  45.3X36.7cm  2010年

《画刊》：巫鸿在提到你的《第二历史》和《视觉机器》的时候，说除了呈现图像背后选择和取舍的动

机之外，它们其实也是对摄影技术的一种反思。你自己怎么看？

张大力：因为我在做《第二历史》的时候，就发现摄影并不是一个物理现象，我们很多人认为相机“咔嚓”一

下接受了历史的瞬间，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通过暗房技术，通过很多种手段、不同的药水和相纸，它呈现

的不一定是历史的瞬间，它呈现的是你脑子里的瞬间，所有的东西还是人创造的，而不是机械的物理现象。

今天的数码化太发达了，现在每天在互联网上上传的东西非常多，人人都是一个摄影家，今天一天产生的照

片量相当于19世纪的总和，每个人产生的照片太多了。艺术家存在的方式，特别是摄影家存在的方式，再下

一步会变化更大，在中国变化更大。比如摄影不一定是摄影，它是3D打印，3D打印也是照片扫描，所以摄影

之后会跟雕塑跟什么都联系起来，都走到一块去了。我对使用技术的方法的研究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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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7月》 纯棉布蓝晒 280X237cm 2011年

下：《1号辽塔》 纯棉布蓝晒 290X260cm 2010年

我现在为什么做蓝晒？也是想了很长时间.我找了一个最古老的办法：没有底片的摄影。这个蓝晒就是没有底

片。但是我也没有说，它就是一种物理现象，它也是经过我人为的取舍，比如说光线不同的时候，影子长短

不同。我做的这批蓝晒，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午的时候，中午的光线更强，那个影子更直接，如果你在下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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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或者是3点时候做，它的影子是很长的，它会有一个变形。所以我做蓝晒也是对之前的反思，或者对现在

数码化的反思，我想保持一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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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中国人》 张大力  玻璃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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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刊》：你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以对民工群体的表达最为突出。像《种族》这个作品，从体量到

形式，都让人印象深刻。谈谈你为什么用倒吊的方式来悬置雕塑。

张大力：我觉得民工是我们这个城市生活的主体，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他们由乡村到城市，变成城市的一部

分，但我们对他们设置了很多障碍，凭什么这样做？这个不公平。每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反思这样一个

问题：他们并不是民工，他们是我们的同胞，跟你我是一样的，他们在这个文明体系里，他们理应得到照

顾。

我把人都倒悬，是为了表达一种无力感。如果一个人被倒悬以后，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是不太可能的。比如说你

没有知识，没有资本，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关系，但是你想说我也要变成一个优秀的人，我要变成一个君子，或

者变成一个富有的人，基本不可能，就是想象。本身这种展览方式也说明了我这个作品的本质是什么，就是那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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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马旗3》 张大力  2009年

《画刊》：《风马旗》这组作品，我在展厅数了一下，有13匹马，其中有一匹马鬃毛上还有小辫，骑马

的人装束也都不一样，作品里有很多细节的考究。

张大力：对，像《风马旗》里的人物都是专门做的，还有那些马镫子真是在草原上找的，每匹马就一个，真

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作品的力量，如果太粗糙，这个作品没有力量。我想通过细节让作品尽量呈现得更

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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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马旗》表现了一些人在狂奔，中国社会确实是这样。很荒唐，大家都觉得我们进步了，我们住上高楼大

厦了，我们有汽车了，很狂，到哪儿都觉得自己永远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人，这种狂还是因为没有找到自己

的本质，还没有超越自己，所以你不自信。

《画刊》：做雕塑翻模的时候，在技术上有什么讲究吗？    

张大力：直接翻，没有什么处理，就是把身体抹点儿油，直接用石膏翻制，石膏翻制以后，翻完了把石膏的

模子打碎，它只能做一件，我的那个东西不能做第二件，没有重复。每个人就是一个人，所以我说这个东西

是为历史而做的，时间越长，这个作品的力量会逐渐越重。

《画刊》：对材料的使用，你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张大力：我做作品确实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做作品我是不择手段，因为我觉得我想通了，什么东西都是艺术，

没有人可以限制我，没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你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手里，所以我什么都可以

做。

《画刊》：你大多数主题的创作，关注的都是城市生活，这种对城市生活的关注是和你的个人经历、趣

味更相关吗？

张大力：跟我的生活环境有关系。我是在一个很大的国营工厂长大的，那种半军事化的一个生产战斗机的工

厂，所以我很早就对这种集体很熟悉。一个艺术家肯定要表现他周围的生活、现实环境，还有他能够理解和

认识到的东西，如果让我表现真正的乡村生活，我没有在那儿生活过，所以我还是表现我熟悉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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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广场4》 张大力  173x95x80cm   玻璃钢  2014年

下：《广场5》 张大力  170x105x95cm  玻璃钢  2014年

《画刊》：谈一谈你创作的《广场》系列。  

张大力：我当时做《广场》也是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在里边。我们的“广场”是从1949年开始的，1949年之前我

们的传统里没有“广场”的概念。中国都是院子，里面有照壁，进了照壁以后分得很清楚，东房、西房、南

房、北房，各房有各房的用处，然后有敬神的地方，它不是对外完全公开的。但是1949年以后，我们从俄罗

斯学回了广场的概念，在城市的心脏做一个很大的广场，为了宣传、为了集会、为了游行，为了向世界发

言，这个东西像一把匕首扎进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里，扎进我们的历史里，我们想逃都逃不了。我想解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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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概念。

我们所有的人都到天安门广场去拍照片，但是我们有想过这个广场过去存在过吗？它不存在，它是一个外来

的，而且是影响了中华文明的一个东西。现在我们每个城市无论大小都有广场，但是我们所有的广场都是为

了一个政府的宣传，在城市中心弄一大块空地，这个空地完全是一种浪费，但是对政府来说它不是浪费，它

可以一年只用一天，但是它也得要有。所以我在反思历史、文明，反思城市建设的规模，一个外来文明突然

植入到我们传统的文明里，而且它是一直存在着，它怎么建设的，怎么把中国传统的格局破坏了，存在并影

响我们的生活，这个是我在思考的。



2015/11/2 追问历史 ——张大力访谈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DM5MTEyNA==&mid=400172705&idx=2&sn=41bc7e25c1fa8d135c05d7de987cf58a&scene=1&srcid=1028mF… 19/21

《我们》  张大力  人体标本（人体等大）  2009年

《画刊》：作为一次回顾展，这些作品里边哪一件是你最满意的？

张大力：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没有最满意的。但如果按照思考的强度来说，《第二历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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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思考的重度比较强，别的东西造型的力量更强一点。

注：本文录音初稿由北京恒信雅达会议服务有限公司整理。

展览名称：

从现实到极端现实——张大力之路

展览地点：武汉合美术馆

展览时间：2015.9.18-201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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