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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玫瑰
出品人：眭群
策展人：鲁明军
艺术家：刘雨佳、李丹、马海伦、叶无忌
开幕时间：2021年 11月 20日下午4时
展期：2021年 11月 20日—2022年 2月 6日
地址：武汉市宏图大道8号武汉客厅F栋慕金文岸2层

自2016年以来，刘雨佳多次前往新疆一带，完成了一系列相关主题的影像作品。从最
早的《黑色海洋》（2016）到后来的《远山淡景》（2018），直至最近的《寻宝》（
2021）、《手的沉默》（2021），一如既往，刘雨佳将镜头对准一直以来被我们所忽
略的那些人物、事件和地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和不动声色的碰撞中，在史诗般的
长镜头与朴素的纪实之间的来回切换中，她用平静而不乏诗意的影像语言，书写了一
部部极具个人美学风格的西北行纪。这不是人文主义的喟叹，也不是自然主义的畅想
，她真正关心的是人的欲望、历史的欲望以及意识形态的欲望是如何渗透到这块土地
及其原始的生存结构中的。

此次展览中，刘雨佳邀请了李丹、马海伦、叶无忌三位艺术家一同参与，他们通过影
像、摄影、装置等不同媒介，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呈现了一组关于新疆以及中亚一带的
观察、记录和思考，展览蕴藉着他们与这块土地的情感，也见证了他们与作品中人物
以及他们四个人之间的友谊。展览标题“沙漠玫瑰”来自李丹的同名作品，在这里，它
是一种情念和意志的隐喻。正是这样一种情念和意志，促使他们一次次前往这块“神圣
之地”，也构成了他们艺术实践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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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雨佳

本科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传媒学院，获艺术硕士学位。现工
作、生活于北京。刘雨佳的近期创作主要通过影像来探索记录性现实与虚构的张力。艺术
家通常使用纪录片的手法来拍摄“真实生活”的场面，但同时又使用虚构或“虚假”形象来描
绘“真实生活”的隐私时刻。她近期的作品使我们洞察到社会现实本身的虚构与幻象层面—
—即将现实本身体验为一种虚构。

刘雨佳曾在外交公寓12号（北京，2021），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2017，2016）与上
海沪申画廊（上海，2015）举办个展。她的作品曾展出于2016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上海
当代艺术博物馆；美国匹兹堡大学美术馆；美国弗吉尼亚莫斯艺术中心；2019广州空港双
年展；上海昊美术馆；UCCA沙丘美术馆；德国杜塞尔多夫 尤莉娅·施托舍克收藏；澳大
利亚白兔美术馆；英国曼彻斯特CFCCA；美国旧金山卡蒂斯特艺术基金会；OCAT上海、
深圳、北京；连州摄影博物馆；银川当代美术馆；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等，她的单屏影像
也曾于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等美术馆与机构进行放映。刘雨佳曾被提名“保时捷中国青年艺
术家双年评选”（2019）。

李丹

目前的创作媒介包括3D模拟、互动网站/电子游戏、声音、视频、装置，以及写作。她的
实践结合了空间研究以及对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反思。她对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空
间感兴趣，这些空间似乎永远无法抵达，但又有迹可循。通过这样的空间，她的艺术项目
探讨东方主义的异国情调、殖民凝视、命名的权力以及意识形态变化的空间载体。她以数
字形式探索在虚拟时代重新想象空间的可能性。

马海伦

生于1992年，中国新疆。在纽约的时尚摄影经历激发了她重新用镜头发现故乡新疆：在艺
术家 2018 年以来的探索性时尚作品中，她表现出对新疆潮流文化，女性时尚和新一代 90
后 00后个性的浓厚兴趣和观察。

马海伦的作品由高台当代艺术中心代理，先后在 i-D，《纽约杂志》，NYLON和 Artinfo
等媒体刊登发表。艺术摄影作品先后在伦敦、纽约、迈阿密、香港等地展出。艺术家于
2017年获得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摄影专业学士学位，于2018年获得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时尚摄
影专业研究硕士学位。马海伦的作品列入了木木美术馆，光社影像中心，X美术馆，东画
廊等众多艺术机构和私人的影像收藏。

叶无忌

1991年出生于中国内地。（2013年在火焰山下被热瓦普的琴声击中并受到感召，后来他成
为了中亚抓饭协会（CAPS）的会员并笃信抓饭是世上最美味的食物。）他的具体实践不局
限于单一媒介形式，他喜欢通过概念，图像，影像、装置、现成品、文本等不同的方式表
达，创作中他重视对外部现象的调研和对自身情绪的理解并在制作中将两者交织。他喜欢
去探索有潜力能超越或转换其自身的情境或脚本, 面对不同脚本使用不同的对策。这种对策
可以被视作一种协商的过程，或一种干扰机制的闪动。如果某个系统或对象过于僵化或强
大，那么可行的选择就是进行绕路或找到间隙。总的来说，首先要了解规则和限制，才能
行动。他的兴趣来自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神话或一些可能消失的重要故事进行观察和学



习，并从日常中寻找与之相关的讨论的切入点。2015年开始，叶无忌的调查研究主要围绕
天山南北，中亚以及与之相连的广大亚欧大陆。

他的部分参展经历包括：金鹰美术馆（南京，2021）、魔金石空间（北京，2020）、要空
间（重庆，2019）、Arti et Amicitiae (阿姆斯特丹，2017)、Kingsgate Project Space（伦敦，
2016）、布拉格国家美术馆（捷克共和国，2016）、OCAT (深圳，2014)。他于2016年获得
捷克Start Point Prize评委会奖并于次年驻留布拉格，2018年入围新锐摄影奖。



#1
李丹
请再看一遍
包括一个单独视频(09’17”)和一个视频装置(其中 3个视频，时长分别为03’19”、10’40”、 00’
36”，织物415cm x 147cm，别针，椅子)
2021

《请再看一遍》关于沙尘、沙尘暴和无尘室，探讨天气和沙尘相关话语的变迁，以及它们
串联起的地理想象图景。

在大屏视频中，我用一家国产无尘室模拟软件公司的素材，制作了一期虚假的气象信息节
目。《请再看一遍》是气象信息节目中的一个流程，一项命令，表示将再次展示宏大图景
的变迁——而观者再看一遍却似乎依旧陷于迷惘。沙中提纯的硅是用于制造芯片的重要原
材料之一，制造芯片需要比手术室洁净无数倍的无尘室。无尘室是一种摒弃了沙尘的极致
空间，一个脆弱的体内，容不下沙子的眼睛，同时它却用这种方式来提纯沙子，生成数字
世界。当前，全球都面临芯片短缺的危机，而芯片也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政治化。沙尘暴
是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不可控的，而沙的提纯物和民族主义绑定在一起，成为民族主义
的原料。片中可以看到多晶硅晶片。在无尘室模拟中，上 t的数据才能做一个动画。在气
象信息中，展示的也是各个地区最宏观的图景。看起来是气流的涌动（如一场沙尘暴），
其实不过是无尘室的气流，当代control freak的极致。这里没有一粒沙子。

在旁边的影像装置中，织物关于疆域、纹理和地理想象。在某种家居环境中，屏幕常被覆
盖上织物作为装饰，它又像一层防沙纱巾。我将沙尘暴的噪音可视化制成艾德莱斯绸(一种
新疆、中亚的绸)，当视频播放时，人们可以通过丝绸的纹理观看，也可以看到摩尔纹。右
侧的视频中播放着这些纹理被制作的过程，跟制绸一样是一个手工活，不同的是它是电子
的，一个抽象化的过程。这个视频中还有一个虚拟的天气预报的片头，旋转的地球上的“鱼
人”是对当年行⾛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的想象。左侧视频中，喜⽺⽺面对着天气预报和沙
尘暴声抽搐。别在织物上的金色别针提示出2002年一场起于新疆，经丝绸之路到呼和浩特
、张家口，最后抵达北京的沙尘暴的轨迹。椅子上放着一只似乎从屏幕中溢出的新疆沙漠
玫瑰(一种出产于沙漠地带的石头)。

#2
刘雨佳
远山淡景
单频4K录像
彩色，有声
38’26”
2018

刘雨佳近期的计划都与中国的“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相关。她往往进行长时间的调研工
作，在当地与不同人群进行接触，以从中获取灵感。在其刚完成的作品《远山淡景》（
2018）中，我们透过Chantal Akerman 式的长镜头，以一种极度安静的方式观察了一位当
地女性的生活。这种方式造成了一种介于虚构与纪录之间的状态：我们貌似看到了这位身
份特殊的女性生活的全部细节，但又被遮蔽于她神秘的过去之外；或者说，女主人公仿佛
是“活着的证物”，而我们正在目睹那段历史的遗存与逐渐消逝。影片中的空间需要特别注
意，它们往往构成彼此冲突的关系：安静的生活空间与喧闹的展示空间，单色调的戈壁与
色彩丰富的室内，民族化的装饰与公共空间（台球厅）的去地域化。这种空间冲突形成了
这部极为沉静的电影的节奏变化，提示着时间在此的多重性。



#3
刘雨佳
手的沉默
单频4K录像
彩色，立体声
18’55”
2021

在《手的沉默》中，空间与物件、整体与局部、正面与背部，不断交替；对日常与自我的
言说，对政治与他者的评述，轮序登场。由此，这部短片尽管将镜头投向纺织女工沉默的
手，闲谈却打破了工厂制度与空间的界限，让更多的社会政治空间与画面空间互为振荡，
提示着沉默的不可能性，从而以姿态/手势与言谈的双重奏勾勒纺织女工的日常，让劳作者
的身体和心智同时在场，并将拍摄者和镜头，以至观众的凝视一齐拖拽到同一场域之下。
与此同时，技艺与艺术，手工者与艺术家，劳动与创作之间的严格区分也在此场域之下趋
于模糊。

#4
叶无忌
中亚日记
2018-2021

Phase0（刀, 2021）
单屏录像
彩色，有声，循环播放
22’26”

Phase1（纯粹的中亚, 2018-2020）
单屏录像
彩色，有声
22’46”

Phase2（阿不力孜如是说道, 2019）
单屏录像
彩色，有声
10’10”

Phase3（我的好友, 2018-2020）
单屏录像
彩色，有声
14’20”

《中亚日记》项目读物，彩色印刷，168p，2021

中亚日记由四个相对独立但又互相联系的影像和一份病例报告，五个部分组成 Phase 0，
Phase I，Phase II，Phase III & A Case Report。

“Phase 0”呈现了一种原始又模糊的情绪。泛着寒光的刀刃能让人想到与它刺穿血肉有关的
事件，但是它优美的形态和带来的情绪既遥远又美丽。“Phase I”像只有一个一个关键词但
没有语法的句子。艺术家拍摄的影像和网络搜集的影像多屏拼接，这是关于“中亚“碎片的
零碎又驳杂的印象。“Phase II”中使用的图像多来自于有关中亚的货币，明信片或老照片。



独白以“阿不力孜”的口吻进行叙述，一方面念念有词着一些片段的，有关历史的个人看法
，另一方面涉及的知识有些混乱且支离破碎。“Phase III”是形象和叙事的，艺术家回忆着他
的好朋友阿不力孜的友谊，但事实上，阿不力孜并不存在，这个人大概是艺术家找到的能
够理解那个地区的所谓完美的“解决方式”，他结合了艺术家的经验和历史学习中所有最好
的、具有最闪光的特点的人，甚至是有些英雄主义的化身。“A Case Report”（一份报告）
是一份虚构的病例诊断报告。报告将故事画上句号，把关于阿不力孜的幻想归结于“政治抑
郁”导致的精神分裂。整个项目中 Phase 0、1、2、3和报告，是以一种愈加接近谜底的组合
发展的。描述的对象和变得越来越具体和形象，最后降落在病例报告上。现场笼罩着整个
展厅的声音来自“Phase 0”，艺术家希望声音也许可以在这个不停叙述，不停表达的现场之
外，隐约传递一些无法轻易用语言描述的情绪。

除了以上部分外，《抓饭Vol.6-中亚日记》作为“中亚日记”项目（2018-2021）的补充性读
物，它从两端开始，在中间结束。读者可以将其作为项目的注释和内容的扩充，也可以将
其视为创作者的日记和剪贴本。虽然没有目录和索引，但《中亚日记》的结构基本与项目
中的影像叙事流程并行，以艺术家的经验作为原点，追溯了“中亚”及相关区域的独特历史
以及相关遗产。项目中涉及的图像在读物中以某种“图集”的形式成为破碎而开放的叙事：
这些素材来源于艺术家在实地⾛访和学习过程中搜集的各种资料，如新闻报道、书刊插图
、文献地图、日常摄影等，这些素材互相穿插，有时紧密相关，有时相对松散。

另外，叶无忌的半虚构写作《失落的协会》（2021）通过历史事件，流言蜚语和口述历史
的方式致力于描写、考察和塑造一个“现在已几乎无人提及”的秘密会社——“中亚抓饭协
会”（Central Asia Palov-osh Society）（以下简称协会）。文章分 4个小节平实地叙述了抓
饭是为何物、协会的起源与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中亚情境的联系、协会的价值取向和实践
方式和一些相关的佚事。

Phase0（刀, 2021）
今天从杨家坪轻轨站下来，我有意无意地瞥到了桥下有艾德莱斯绸数码印花的小摊。我14
岁离开父母来到川美附中就学，刚刚那一瞥让我回忆起一件很久远的小事。

我和中亚人的第一次接触应该确是在2006年的杨家坪：一个大胡子的烤肉师傅唰地转过身
来，举着刀冲我脸面露凶光，恶语相向。当时我立马意识到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我无法
理解异域的语言，但对方神秘的戾气是真实存在的。那天回黄桷坪的路上，我惊惧地复盘
刚刚的情景——如果他用那把美丽的刀向我袭来，我该如何是好？但今天回想起来：在人
群中，他像一只受惊的野兽。

Phase1（纯粹的中亚, 2018-2020）
河流，山脉，地图，俄国小船，时区，郁金香，毛发，边界，棉花，湖泊，核爆……

Phase2（阿不力孜如是说道, 2019）
阿不力孜在给我的邮件里将他对历史的看法如实叙述，带着有些说教的不满语气。涉及的
知识支离破碎且有点冰冷。那些郁金香，西瓜，棉花，骆驼，白杨树并不独特，看起来和
昨天相差无几。在一张19世纪的明信片上阿布力孜看到一个人像极了他的舅舅。
这东西不知从何处召唤了某种真实感并使他产生了重新感知现实的欲望。这也许撬动了他
的知识系统，并让他不理智却毅然决然地开始迷失在自己的身世幻想中，这些幻想使他开
始变得有点兴奋，他也开始意识到了可能的危险。他驱车三个小时来到草原上的山谷之中
卧倒，可以看到远方一些属于天山山系的山峰。夏天，密布树木的山坡下各种不认识的花
层层叠叠闪闪发光，一切非常平静，在风中摇曳。



Phase3（我的好友, 2018-2020）
“第一次遇见阿不力孜是在重庆的时候……”艺术家一边回忆一边描述着他最好的朋友阿不
力孜（Abliz），一位博学多才、品德高尚、待人真诚的好人。影像中，艺术家详述了他与
阿不力孜的友谊。借此袒露了他对中亚地区民族、宗教和地域文化的痴迷，以及艺术家在
尝试接近这一主体时所遭遇的欣喜、障碍和自身的他者化。

#5
马海伦
乌鲁克林
收藏级艺术微喷
60x40cm
2021

乌鲁克林
收藏级艺术微喷
37x57cm
2021

新疆时尚指南（4幅）
收藏级艺术微喷
69x99cm
2020

男孩儿马力克 (2幅)
收藏级艺术微喷
28x43cm
2019

新疆牛仔
收藏级艺术微喷
100x67cm
2019

从 2018年开始，马海伦离开生活了八年的纽约，回到家乡，用时尚摄影的镜头重新建立起
与这片土地的联络。

在家人的帮助下，海伦从乌鲁木齐出发，去到了喀什，阿合奇与沙雅周边的许多村子:“我
爸妈都是在南疆长大的汉族，我也是在电视台一个多民族的大院儿里长大的。小时候我就
对维吾尔族领居很有兴趣，尤其是他们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特的美的东西。” 马海伦说
故乡对自己的影响不仅仅是主题:“新疆的一切都是我熟悉，喜爱，并且深深影响我的东西
。新疆有自己的颜色，那个颜色是阳光明媚的颜色，一切在阳光下饱和度都很高，还有点
亮晶晶的。这些都会对我拍摄和颜色的选择造成影响，因为这是我看到的世界。”

面对“故乡”这一容易滑入深沉的题材，马海伦的作品不带有负担却充满感情和属于她的青
年态度。十年间的变化是艺术家不曾经历的，但她难以复制的经历与经验，让“故乡”这一
组照片同时有趣和富有当下意义。



提起小时候的故事，马海伦总能用细节打动我们:“邻居大妈们会把钱藏在长筒袜里;我总能
从香水味儿判断出楼上的邻居阿姨是不是出了门。”在马海伦的“故乡” 系列中，她用镜头捕
捉到了新疆多民族聚居生活里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独特体验，并以尊重的方式传递和布满美
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在新疆成为国际热点议题之时，海伦的照片成为一份不包含观点但包含体验经历的独特信
息，成为了解与理解的这片土地和文明的重要渠道——时尚，亲切并充满活力。

#6
刘雨佳
寻宝
单频4K录像
彩色，立体声
53’14”
2021

《Treasure Hunt 寻宝》，这件影像作品围绕着深埋地下的“历史宝藏”与作为东方文化象征
的“玉石”这两种宝物，展开了一次关于远征与发掘的叙事。

影像内容基于考古学家斯坦因在 20 世纪初期，在中国西北部(新疆、甘肃)的 三次考古发掘
及其所著作的考古日志以及艺术家于 2019 年冬季在新疆和田地区拍摄的玉石开采、挖掘以
及玉石贸易。它探讨了 “考古发掘”与“挖玉” 这两种人类活动与地球深层所建立的连接，想
象我们看不见的地表内部的运动。以及“风和沙”作为一种浪漫的介质，它如何勾连起了消
逝的历史与当下现实。

影像中上亿年的冰川、绵延的昆仑山脉，深邃的峡谷，干枯的河床、可怖的沙尘暴，远古
的遗址、死寂的沙漠，这些风景构成了历史的景深，而在现实的废墟之上，艺术家重建了
关于“寻宝”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