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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空间 新闻稿
Web: www.surplusspace.cn

E-mail: info@surplusspace.cn

灵魂猎人
出品人：眭群
策展人：鲁明军
艺术家：陈轴，麻剑锋，曼纽尔·马蒂厄(Manuel Mathieu)，邱瑞祥，王拓，袁中天，朱昶
全
开幕时间：2022 年 3 月 27 日下午 4时
展期：2022 年 3 月 27 日—2022 年 6 月 26 日
地点：武汉市宏图大道 8号武汉客厅 F栋慕金文岸 2层剩余空间

“灵魂猎人”（Soul Hunters）源自丹麦人类学家拉内·韦尔斯莱夫（Rane Willerslev）的
同名著作。在这部经典的民族志中，拉内考察了生活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科里拉河上游地
区一个鲜为人知的“土著”尤卡吉尔人的生存结构和精神世界。拉内发现，“尤卡吉尔人仿
佛生活在一个“镜厅”的世界，在这里，人、动物与神灵共同居住，也因此，他们被认为
是无穷无尽的互相模仿的双面体。这其中，人其实处于一个“中间状态”，他们的灵魂既
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身心一体，既是个体自我也是再生的他者”。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尤卡吉尔人的“镜厅世界”不是一个特殊的孤例，其并不乏普遍的
镜鉴意义。尤卡吉尔人眼中的“万物有灵”并非赋予物（包括动物）自主权利和自由意志，
更不是“反人类中心主义”，它贡献给我们的是人、动物与神灵之间一种相互模仿式共存
的可能。拉内发现，在这里，猎人与猎物相互模仿，麋鹿的人性不是作为动物本身的一
种属性来体验的，而是处在相互模仿的关系位置上。尤卡吉尔人不敢肯定说麋鹿是人，
但他又必须这样说，因为如果他否认动物的意识、意向和情感能力，那他就会否认自己
具有这些能力。没有猎物就没有猎人，就如同没有死者的灵魂就没有生者一样。因此，
猎人的恐惧并非只是来自猎物的威胁，还有猎物主神。所以，猎人还有另一个身份，即
萨满。对他们而言，猎物的获取本质上是与神灵的一种交换所得。而维系神灵与作为萨
满的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并非信仰，而是性。

“每当尤卡吉尔人在狩猎中运气过好的时候，他们都会怀疑自己被神明爱上了，因为神
明试图通过给予猎物的方式向自己示好，从而最后杀死自己将自己的灵魂带到神明面前
与神明共同生活，因此一个运气极好的猎人必须及时收手，否则将会面临死亡之灾”。
在这里，人可以赋予动物以情感和意志，也可以视为一种灵物；反之，神灵可以化身为
人，也可以附着在动物身上。

展览邀请了陈轴、麻剑锋、曼纽尔·马蒂厄(Manuel Mathieu)、邱瑞祥、王拓、袁中天、
朱昶全七位艺术家参加。陈轴的《活生》（2017）和《在梦》（2018）是他早期的两部
实验短片，《活生》中，一对百年前的灵魂正在一个墓园中讨论活着的感觉，一个年轻
人正在接受采访，他被问及什么是记忆。《在梦》中，一个灵魂在山野里给一具骷髅拍
照，一个婴儿在沉睡。麻剑锋带来了一组异形绘画，在这里，他模仿的是作为信徒的工
匠是如何制作和描绘经幡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其想象为几万年前岩洞壁上动物形象的
刻绘者。来自海地的艺术家曼纽尔·马蒂厄始终将自己视为巫毒教之子，对他而言，绘
画就是一种巫毒的仪式。而邱瑞祥笔下的这些晦暗的形象，连他自己也无法确定他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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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是人，还是物，还是鬼魂。

在影片《亲近更近》中袁中天拼凑出母亲王清丽于 1993 年去泸沽湖的探险经历，编织
了一部有关亲密性、定居殖民主义、母系制度、旅游业以及艺术市场的重叠叙事。《通
古斯》是王拓东北四部曲中的第三个篇章，同样是一部多时空的重叠叙事。影像呈现了
多组身处不同地理坐标的人物在各自的归乡途中所产生的时空关联。“身处不同历史线
索的角色们，在各自的斗争中唤起了跨越时空那不可思议的同步性。正是在这里，他们
透露着对世界永恒混乱的认识”。就此，朱昶全在新作《我伪装起来了，就在你面前》
中将视角投向人类的起源——猴子，这更像是一次终极的拷问，但事实上，影片中的“百
目猴”是一个数字化的形象，现实世界中，它只是一个数据。它是可替代的，可以是石
头、树叶、光，或没有形象。从另外一个角度，它其实也在模拟或再现一个人、物（数
据）和神灵之间彻底失去界限的世界。

展览现场制造了一个诸如尤卡吉尔人的“镜厅”一样的世界，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如何
才能使人既不能与他人——包括人与非人、生者与死者等——相分离，同时又能守护住
自己的意向和能动性呢？

媒体咨询，请联络：

Tel: +86-18171330972
Web: www.surplusspace.cn
E-mail: info@surplusspace.cn
地址：武汉市宏图大道 8号武汉客厅 F栋慕金文岸 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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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轴

1987 年出生于中国，现生活工作于上海。陈轴的创作综合影像，绘画和写作，他认为我们
用定义建造了世界这所监狱，而自由是定义生成之前的不确定态。艺术创作的使命正是通过
揭示定义的荒唐性从而瓦解其所构建的牢笼。陈轴的创作围绕着囚禁和解放，一方面描述当
代生活中的死亡属性，同时以幽默的方式拆解固有经验，释放世界本来的不确定态。

他的首部长篇电影《模仿生活》(2017) 获得哥本哈根纪录片电影节新视野奖，韩国DMZ电
影节亚洲视点奖，并入围 61 届伦敦电影节。作为艺术家他入选了 ArtReview Future Greats
2018。

他最新的个人项目《蓝洞》在白立方香港展出 (2018)。他的个展包括：“平静，7”拾万空间，
北京 (2019)；“考夫曼”艾可画廊，上海 (2014)；“I’m not not not Chen Zhou”，魔金石画廊，
北京 (2013)；“讨论”，站台中国，北京 (2009)。他最近参与的群展包括：“Age of You”多伦
多当代艺术美术馆 (2019)；“Emerald City”，香港 K11 艺术中心 (2018)；“寒夜”，北京尤伦
斯当代艺术中心 (2017)；第二届亚洲录像艺术与电影论坛，首尔国立当代美术馆 (2017)；“我
们之后”，上海 K11 美术馆 (2017)。

麻剑锋

1983 年出生于浙江，2007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壁画系，2012 年毕业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
美术系获大师生，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麻剑锋擅长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废旧材料素材进行创作，通过造型、拆解、组合的手段打乱材
料及其中固有元素的秩序，以绘画装置的呈现方式，制造出混沌而充满歧义能量的戏剧化场
域。

近期重要展览：“在时间里”，三明治画廊，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2021）；“麻剑锋：不
可调和”，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2021）；“植物时间”，69 CAMPUS 艺术中心，北京，
中国（2021）；“记忆术+记忆宫殿”，OCAT 深圳馆 x华·美术馆，深圳，中国（2021）；“绘
画无声”，泰康空间，北京，中国（2021）；“恶是”，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2020）；
“库特卖会”，三明治画廊，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2019）；“幽灵岛”，I: project space，北
京，中国（2019）；“极限混合”，广州空港双年展，广州，中国（2019）；“麻剑锋——金银
岛”，GAO画廊，伦敦，英国（2019）；亚洲文化殿堂，光州，韩国（2018）；“U 型回廊”，
激发研究所，北京，中国（2018）；“例外状态：中国境况与艺术考察”，UCCA尤伦斯当艺
术中心，北京，中国（2017）；“MA”，应空间，北京，中国（2016）；“永不抵达”，OCAT
西安，西安，中国（2014）；“墙”，东画廊，上海，中国（2013）。

曼纽尔·马蒂厄

1986 年出生于海地太子港，2016 年毕业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获艺术硕士学位。马蒂
厄 2020 年在蒙特利尔美术馆和多伦多核电站当代美术馆举办个展，曾参加巴黎大皇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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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顿博物馆、伦敦当代艺术学院、北京HdM GALLERY 和伦敦高古轩画廊等重要美术馆和
画廊的群展项目。作品被鲁贝尔家族、纽约摩根大通集团、Longlati 基金会纳入收藏，同时
被加拿大和海地纳入国家收藏。2022 年夏天 Longlati 基金会将会在上海空间举办曼纽尔·马
蒂厄的全新个展。

邱瑞祥

1980 年出生于陕西，2003 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现工作生活于西安。邱瑞祥在绘画的“内
部”工作，他基于传统绘画的形式语素和历史性机制展开他的想象。其画面题材多来自日常
记忆与生活的瞬间，但并非直接转译这些具体底本，而是将不同的图像、符号进行剪裁、变
形和重置，构建一个带有某种神秘感和象征性的瓦格纳式的舞台。

近年主要个展：接触，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北京，中国（2021）；深渊，OCAT 当代艺
术中心西安馆，西安，中国（2018）；兔子、巢穴和谷仓，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北京，
中国（2017）；邱瑞祥，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香港，中国（2015）；自视，站台中国当
代艺术机构，北京，中国（2014）；无题，方音空间，北京，中国（2010）。

近年主要群展：逍遥游，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北京，中国（2022）；2021 迎春画展，站
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北京，中国（2021）；记号，密域，世界中心，千虎瑠ART SPACE，
西安，中国（2021）；站台中国十五周年特展，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北京，中国（2020）；
恶是，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2020）；丛林 III——寻常，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
构，北京，中国（2017）；单行道——李文栋＆魏业兴收藏展，OCAT 当代艺术中心西安馆，
西安，中国(2016)；常青藤计划 2015•中国青年艺术家年展, 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2015)；
绘画展——第二部分，Galerie Rudiger Schoettle，慕尼黑，德国(2015)；与绘画有关，OCAT
当代艺术中心西安馆，西安，中国(2014)。

王拓

成长于中国长春，现工作生活于北京，他的艺术实践以影像、行为、绘画为主并涉及多种媒
介。通过在预设情境下，对他人真实生存经验以及文献行为化的介入，来揭示当代人类境遇
与精神遗产之间不稳定的关系。王拓的作品经常基于对已有的文献（如文学、电影、戏剧、
美术史) 的引用来建立一个多重叙事的情节迷宫。在那里，有关当代社会的戏剧化的、幽默
而荒诞的成分被展示出来。王拓的实践也同时探讨了人造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如何从其历史背
景中生发而出并与持续变化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主题。

王拓近年在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Present Company，纽约；Salt Proiect，北京；
泰康空间，北京，举办了个展，并参加了在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首尔；尤莉娅·施托含克
收藏，杜塞尔多夫；巴登巴登国立美术馆，巴登巴登；皇后美术馆，纽约；Zarya 当代艺术
中心，符拉迪沃斯托克；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OCAT，上海/深圳；昊美术馆，上
海；时代美术馆，广州；国立台湾美术馆，台中等机构举办的群展。王拓曾为纽约皇后美术
馆 2015 至 2017 年度驻馆艺术家，并于 2018 年获授“三影堂摄影奖”，同年获北京国际短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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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杰出艺术探索奖”和“玲珑塔”短片奖，2019 年获授青年当代艺术乌镇奖，2020 年获授旧金
山卡蒂斯特支持的研究驻地。

袁中天

毕业于伦敦建筑联盟学院(AA)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即将到来的展览包括: 广东时代美术馆
(2022)；伦敦 V.O Curations (个展，2022)。近期展览包括：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21)；伦敦
Somerset House(2021)；伦敦 ArtReview(2021)；北京 OCAT 研究中心(2020)；湖北美术馆(2020);
武汉 K11(2020)；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希腊馆(2018)。他们曾获得 2021 年伦敦电影机构 (Film
London) FLAMIN 奖, 武汉 K11 新锐创作奖，华宇青年奖入围，和 2020 年 OCAT 研究中心
研究型策展项目奖，Aesthetica 艺术奖的获得者。袁中天目前是美国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
(SCAD)的访问艺术家讲师。

在沉浸式研究和表演的引导下，袁中天的近期作品通过在具体地点重塑声音，档案图像和叙
事来建构新的集体神话和寓言。其中包括：由生态学、人类建设和移民的交织中产生的物种
变异;音乐灵媒对殖民叙事超自然地重构；以及由一位消失的朋克音乐青年所触发的，对记
忆和抵抗的搜寻。通过诉诸感官与情绪的研究与剪辑，袁中天的作品试图重新想象，挑战和
建构既有的身份等级，线性叙事和权力结构。

朱昶全

1989 年生于山东，2014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17 年获得
第五届年华宇青年艺术奖评委会特别奖，现生活、工作于杭州和上海。他的近期个展包括:“狂
草狂草”，浙江美术馆，杭州，中国(2020 年)；“朱昶全:一个动作的历史，2019”，美狮美高梅
世博广场，澳门(2019 年)；“一个动作的历史”，OCAT 上海馆，中国(2018 年)；“有头无脑”，
Vanguard 画廊，上海，中国(2017 年)。此外他近期参加的群展包括:“影集 Durational”，
Vanguard 画廊，上海，中国(2021)；“音画障”，PPPP 空间，北京，中国(2019 年)；中国当代
艺术年鉴展，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 中国(2019 年);“后南宋王朝”，金杜艺术中心，
北京，中国(2018 年);“中国新影像— 2010 年以来的新态度”，成都，中国(2018 年)；“怜悯派
对”，睡眠中心，纽约，中国 (2018 年)；“一个历史的动作”，OCAT 上海馆，中国(2017 年)；
“室内宇宙”:2017 华宇青年奖入围艺术家群展，华宇艺术中心，三亚，中国(2017 年)；“例外
状态:中国境况与艺术考察 2017”，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17 年)。

朱昶全从分析人的日常生活来介入艺术活动。他想通过分析影响人的日常行为中种种潜在因
素来揭示当下日常生活的规律。他认为影像的效力并非源于自身承载的意义，而是缘于它们
的潜在力量，能够释放观者自身积累的经验，并能在这巨大的社会机器运作之中更加自觉。
他认为事情的发展绝非单线性的，“全因素叙事”是艺术家对影像创作的理解，把影像与空间
中的日常物品通过戏剧、动画、装置、绘画等各种形态生成新的叙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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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中天
1815
单频影像（彩色，有声）
8分 35 秒
2019-2020
由武汉 K11 支持

即使在我们精疲力竭地与生态危机的叙述作斗争的当下，许多神话仍然存在于我们的世界
中。1815 年，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的喷发改变了当地和全球的历史，而在时任英国殖民
官僚斯坦福·莱佛士(Sir Stamford Raffles)撰写的原始记录中，却充满了伪科学的叙述和轶事。
将罗斯玛丽·布朗(Rosemary Brown)作为音乐灵媒，这部作品尝试重新想象火山喷发的情境
与后果。伴随着布朗有关她与贝多芬合作的讲述，观众将跟随影像前往数个场景：基于斯坦
福·莱佛士的官方记录，使用 CGI 技术重构的坦博拉火山喷发时的景象；旅滇美国传教士
的诗句，和战争，饥荒和鸦片的图像交织在一起;乌云密布的夏日，小说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溺于日内瓦湖中；最后，在火山喷发造成的黑暗中，布朗滔滔不绝地，催眠般讲述
着贝多芬的生命与音乐。

#2
袁中天
亲近更近
单频影像（彩色，有声）
10 分钟
2020-2021
由北京OCAT 研究中心支持

《亲近更近》取材于艺术家的母亲王清丽于 1993 年去泸沽湖的探险经历。同样作为一名艺
术家，王于泸沽湖旅行的次年创作了四张名为《母亲湖组画》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之后的销
售过程中遗失，了无踪迹。以自己和母亲之间的亲密对话为结构，艺术家在《亲近更近》中
编织了有关亲密性、定居殖民主义、母系制度、旅游业和艺术市场的重叠叙事。在这部影像
作品中，艺术家本人及他母亲的绘画、档案照片、西方历史画、一些诗句、摩梭族原住民的
音乐和举办仪式时的环境音被剪辑或拼贴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艺术家得以重新想象母亲
已经消失的原作，并试图还原或重构她 1993 年到达泸沽湖时所感受到的情境。

#3
麻剑锋
X Y Z
pvc 绘画
25.2x600cmx7 件
2022

线条与字母的连接中，图像得到了意义，字母却失去了它的中性立场。经幡式的形态象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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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至下的权利意识，但离个人意志越来越远，下沉或者上升。

#4
陈轴
活生
高清数字 1080P
12 分 50 秒
2017
鸣谢：亚洲新西兰基金会，Blue Oyster 艺术项目空间

在一个墓园中，有一对百年前的灵魂在讨论活着的感觉，有一个年轻人正在接受采访，他被
问及什么是记忆。

在梦
高清数字 1080P
5 分 57 秒
2018

一个灵魂在山野里给一具骷髅拍照，一个婴儿在沉睡。

#5
邱瑞祥
薄片
布面油画
30x35cm
2011

巢穴 2
布面丙烯
100x120cm
2014-2015

固定
布面油画
27.5x35.5cm
2011-2012

无题 3
布面油画
29.5x25c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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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
布面丙烯
40x30cm
2012

无题
布面油画
30x30cm
2017-2018

无题
布面丙烯
27x35cm
2010

“邱瑞祥的作品偏爱昏暗的色调——有时是非常黑暗的——使其作品呈现出一种有时让眼睛
和感官难以捕捉的清醒。他用极其诚恳的态度处理他的绘画内容，也就是他所要传达的东西，
这种本能不会在意识上受到任何既定风格的约束，也无意符合任何的潮流趋势。邱瑞祥既不
拘泥于绘画史之下的传统表达，也不以突破性的革新作为创作目标。从表面上看，他所描绘
的人物并不具备鲜明的时代性——事实上，他们的服饰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参考了历史或民族
服饰。真正赋予这些人物当代性的是他们所呈现的心理状态，这也是这些作品最宝贵、最具
洞察力和表现力的方面。邱瑞祥的探索以人性为基础，让人类的脆弱性和矛盾性暴露无遗。
这些作品因此具有了永恒性，亦成为这位专注到极致的艺术家最独特的表达。观众只需要去
看，去参与，让他们的想象力或经验引领他们去解读。然而，这些作品依旧是难以理解和阐
释的。”

——凯伦·史密斯（艺术评论家，策展人）

#6
曼纽尔·马蒂厄
创世纪
布面综合材料
180x150cm
2019

目击者
纸上铅笔水彩炭笔
13x14cm
2018

头
纸本铅笔水彩炭笔
22.9x21.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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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乌黑
纸本综合材料
16.5x20.32cm
2018

Ekur(关于Wols 的研究)
纸本综合材料
15.2x17.7cm
2018

作为一名以绘画为主要媒介的艺术家，曼纽尔·马蒂厄（Manuel Mathieu）在接受西方学院
艺术教育的同时也深受其祖国海地传统艺术、习俗、神话及历史的影响。海地是多种文化融
合的国家，拥有非洲艺术的根基同时深受美国土著文化和欧洲电影美学的影响。受海地一种
擅长将人物抽象化并纳入巫毒教的象征的「圣索莱尔画派（ Saint-Soleil School）」的影响，
马蒂厄的创作以抽象绘画作为基础，又一定程度上融入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最
著名的不确定性的表达方式。他对探索海地社会、政治、暴力事件有着浓厚的兴趣，描绘这
些历史事件及渊源更成为其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尤其是关于杜瓦利埃王朝（Dynastie des
Duvalier）的故事——1957 年到 1986 年，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和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父子
对海地进行了长达 29 年的独裁统治，结束的一年适逢马蒂厄出生。

马蒂厄的创作侧重于情感的释放而非客观描述，借鉴了海地艺术中对自然和宗教象征元素提
取的传统，再以扭曲的人物形象去表达关于创伤和记忆的痛苦、孤独、脆弱及对抗，而这一
切“都将带领我们踏上一段因脆弱和不断变幻带来无限快乐与目标的旅程”。马蒂厄在创作时
会运用擦印的技巧将颜料涂抹在画布上，然后有条不紊地进行刮下再涂抹，整个绘画过程的
物理性唤醒了绘画另一种本身潜在的力量。而作品中关于政治分歧及其造成的动荡与暴力的
反映为观者创造了空间去反思海地的历史，同时思考因铭记而产生的不同未来。

#7
朱昶全
钉子既是猴子，也是钉子
雕塑
树脂（材料可变，铁，铜等）
尺寸可变
Ed. 5+1AP
2021

猴子既是猴子，也是钉子
雕塑
锡铋合金
尺寸可变
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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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是我来访
雕塑
锡铋合金
尺寸可变
Ed. 5+1AP
2021

从未见过任何事物迷失方向
数字模拟影像
双声道
3840x2160p
8 分钟
50F
Ed. 5+1 AP
2021

我伪装起来了，就在你面前
影像
双声道
3840x2160p HD
10 分钟
Ed. 5+1 AP
2021

花园晃
行为
彩色，有声
1920x1080p
10 分钟
Ed. 5+1 AP
2021

朱昶全的认知实验不局限于电脑渲染的虚拟空间，他意在将“全因素叙事”的框架和方法投射
到现实中去。展览中的铸造金属板和雕塑正是观念在空间中蔓延的锚点，它们通过与图像内
容的关联和互文，形成了统摄全局的观念场。在此基础上，艺术家使用钉子作为意向，将有
强大冲击力和声响的钉枪射击作为一种姿态，进一步地将观念深深烙印在空间中并强调前者
在现实中的存在。

在录像中，艺术家创造了一座花园，并将它作为演绎观念的场域。花园里，苹果、蛇、渡鸦、
猴子等带有象征性和寓言式的形象成为了“引路者”或者认知的参照，围绕它们的讲述、行动
或者视角的切换，观看的双眼得以借助不同的维度和视角进入花园这个场域，从而组建认知。
无论录像还是雕塑，艺术家都在其中嵌入了如同“编码”一般的信息，它们可能以符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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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摩斯密码、乐谱等形式存在；这些信息作为变量，影响着整个花园的拓扑关系。与此
同时，朱昶全的录像和现场都在试图打破以时间线索为主导的线性叙事，作品的组成部分形
成互文，每一个部分，乃至每一个元素，都可以作为整个作品场域的入口。

#8
王拓
通古斯
单频 4K影像（彩色，有声）
66 分钟
2021

作为王拓的《东北四部曲》中的第三个篇章，《通古斯》的主要故事线于 1948 年东北土地
上一段隐秘却具架空感的历史中展开。两位朝鲜籍士兵试图出走长春返回家乡济州岛的途
中，逐渐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空与彼时处于韩战阴影下正发生“济州岛事件”的济州岛相重叠，
东北亚的两重不同时空由于相似的历史际遇在此处相遇。与此同时，一个拒绝逃离长春城的
中年学者，在极端饥饿的幻觉中重回 1919 年，于潜意识中与五四运动中牺牲的郭钦光之鬼
魂隔空对话并展开了一场游历，最终面对纠缠其一生的现实困惑作出了新的抉择。在这些几
乎不被历史看见的叙述中，一个被深陷历史创伤中的心灵力量所重塑的东北亚现实缓慢显露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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