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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 泉

“我所喜欢描绘的不是人迹罕至的景致，而富有生活情

趣的自然风物。然而，在我所描绘的风景里，可以说，几乎没

有人物出现。其中一个理由是，我描绘的风景是人们心灵的

象征。我是通过自然景色本身，抒写人们的内心世界的。”这

是我最喜欢的东山魁夷的一段文字。我也不喜欢在我的作

品中出现人物，老师曾多次提及问到我是否可以考虑加入人

像，我对此是百分百否定的。我不希望我的作品中出现人

物，并不是认为自己把控不好人像，我认为，如果能够把单纯

的景象做到我所能表达的情绪，并让人感同身受，这才是我

这阶段所要做的。像照片一样真实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绘

画作品，但这只是一种表现手法，是艺术家技法熟练的一种

反映，但又不完全忠实于对象。

此前，我的作品一直是偏黑色系，在别人看来内容可能

比较阴暗，都是一些废弃的屋子和夜晚的景象。作品《花家

地的夜》系列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品。夜晚于我，是我个人的

支撑点。我喜欢行走在黑夜中，城市的白天太过于嘈杂，我

们生活在大城市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北京的快节奏生活，

压得大家透不过气。夜晚的北京，是很多人的宣泄点，三里

屯的酒吧街布满了各类人，也许这是他们的出口。但对于我

来说，宁静昏暗的夜晚才是我心之所向。行走在灯火通明的

夜晚，戴上耳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就这么走着看着。我

喜欢有那么一个地方，让我愿意停下脚步来去静静地思考，

愿意为它驻足，我便会用相机记录下它来。

作品《消逝》是将废弃的屋子和烟火绽放或消失的瞬间

结合在一起。形式是铜版、丝网和机械雕刻相结合，之前我

一直在犹豫主版的内容要做什么，最后确定为废弃的屋子。

废弃的屋子充满着神秘，越往里走，越会发现很多新奇的地

方。当我进入到废弃的房子，依旧感受到里面存留着浓厚的

人气。即便人去楼空，还是能看到生活过的痕迹，斑驳的痕

迹都是曾经生活的记录。我喜欢废弃的屋子，它是对过往的

反映，对回忆的记录。略微会有些许的失落和难过的情绪。

不同的人带着不同情绪进入这里，脑海里浮现的便是不同的

悲欢离合。烟火的绽放和消逝是短暂的，是美好和悲伤的结

合，就如同一间废弃的屋子，当这个屋子曾经居住人的时候，

它是美好的，充满生气，但搬离之后，它便逐渐变得冷清直至

破碎。我将这两部分组合在一起，同样都是回忆，一部分用

黑白表现，一部分用彩色表现，将失落与开心结合在一起，每

件作品都将会是回忆录，记录着我的生活情绪。

消逝

蒋泉 2004年~2010年就读于浙江省温州市少年美

术学校。

201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2014 年考入中央美院并取得造型专业第一名的成

绩，同年参加“足迹·青春”央美学生主题创作大赛获集体

奖二等奖并参与展览，并参加基础部优秀作业下乡展，作

品《黑夜》被基础部收藏。

2015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同年参加版画系

下乡优秀作业展，作品《皖南三月》被系里收藏。

2016 年进入版画系第二工作室，12 月作品《生命》

《跃·悦》《遇》参加中央美院和中日友好医院共同举办的

“医艺同舟系列展览”第二回“以美为伴”水彩绘画展，并

参加“足迹·青春”央美学生主题创作大赛并参与展览。

2017年参加北京菌丝艺术“放进安徒生的笔筒”捐

助自闭症儿童公益展览活动；同年4月，作品《驻景挥戈》

参加苏州鹿人画廊举办的“生长之境—2017苏州文化考

察与驻地”创作展；同年5月，作品《驻景挥戈》参加中央

美术学院社会实践与艺术考察、外出写生联合课程文献

展，作品《入夜-组画》参加北京市“525全国关心大学生

心理健康艺术展”；同年9月，作品《入夜-组画》参加第三

届“学院本色——美院在校生创作展”并入围清华美院

“学院本色”；同年10月，作品《入夜》参加中央美术学院

第七届“足迹·青春”主题创作大赛，荣获罗工柳青年创作

二等奖 并参与展览，作品《入夜-组画》获得“中央美术

学院2017学院造型奖”并展览。

2018年6月，参加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本科生毕业展；

作品《更阑人静》被北京艺木艺术空间收藏；同年 9 月，

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研究生；同年10月，参加中

央美术学院“2017年‘学院造型奖’优秀学生支持项目系

列展览第二回”并举办“活着的刹那——蒋泉 刘璇双

个展”。

2019年10月，作品《皖南三月》入选并参加大艺博中

国黄山青年写生艺术季·青年写生展；同年11月参加“版

画中国·版画艺术在民间”福清站巡回展览。

□ 杨蝉翼

本人本科时期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第二工作室学习，

作品多以铜版画为主，其中包含立方体系列、生存回忆系列、

非具象系列等。作品多运用蚀刻铜版、照相制版等多种手段，

意在表达非具象的情绪与感受和具象的物质现实之间的多重

关系，探索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下人们在备受挤压和承受变

化的不同生活状态，以及当代人们普遍的生存体验。作品的

素材来源于作者自己的摄影作品和对儿时回忆的速写，共同交

织构成了实与虚、真与假之间的对立关系。画面中对同类元素

之间的解构、重建、反复，是对现实的“物”的存在的反思。

后期的创作在主题上有了深入的探索和突破，更加注重

挖掘人的情感、语言文字和视觉再现的关系。作品《话语》也

将创作媒介拓展到版画媒介以外，这是一件由丝网版画、灯

光、影像等多种媒介组成的装置作品。作品创作前期还有行

为艺术的介入，作者本人在城市的街头随机寻找采访对象，并

记录与这些受访对象的沟通过程。这样的行为在作品中的介

入强调了语言、情感和沟通对于创作主题探索的重要性。

进入研究生学习后跟随唐承华老师的“版画综合媒介研

究”的研究方向，不断地在版画语言、版画媒介的领域持续探

索，开始尝试不同的媒介，持续探索语言文字、情感和版画本

身之间的关系。《显现》系列作品材料利用布面、丙烯、丝网版

等综合材料，探讨表达“阅读”或“思考”的意义如何显现和反

应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对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只能显现”

这一哲学问题的思辨。现阶段的创作思路和个人语言也逐

渐清晰、明朗，“文字”和“语言”作为媒介一直贯穿在作品

中。尝试不同的方式和实践对文字、符号进行解构，利用不

同媒介的属性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现情感的“视觉

化编码”。作品《固态储存》和《红白蓝》系列就是初步尝试

的成果。作品中利用二进制编译了具有情感象征性的文

字、图像和声乐等，用纸张、纤维等综合媒介，通过丝网印刷

后切割和重组、叠加来构成新的画面，揭示了情感的复杂性和

难以感同身受的本质。后期的创作有利用数码、新媒体媒介

的趋势，也是想利用不同复杂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辩

证来揭示“情感和思想本身具有不可言说的一面”这一根本的

主题探索。

生存回忆

话语

悬浮三联

花家地的夜（十五）

李雷 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研究生在读。

2017 年 4 月，作品《虎丘婚纱城》先后参加

了苏州鹿人画廊举办的“生长之境-2017 苏州

文化考察与驻地”创作展，同年5月参加中央美

术学院社会实践与艺术考察、外出写生联合课

程文献展。

2018 年，作品《组图·Ⅰ-Ⅴ》参加“美院派

对”新年展。

2019年，作品《当一切渐渐模糊》参加“版画

中国·版画艺术在民间”福清站展览。

□ 李 雷

做艺术的初衷就是想通过自己的思考去再现生活，引

发大众的共鸣，因此在艺术之路上，创作一直植根于现实

生活。在唐承华老师的指导下，我领略了版画技艺的高

深多变，并且掌握了不同版种、不同的呈现方式及在逐步

形成自身独特的版画语言，增强了刻画现实的能力。当

下，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反映一些社会现象，一些大

众真正关心的，或者真正重要的却尚未得到关注的现实

问题。这也是我之后的创作方向，在表达形式和绘画语

言上我会不断做新的尝试，在新材料、新科技运用上力求

有新的突破。

在已有创作中，《组图·土林》是我植根故乡特色地

貌——大同土林创作的铜版作品，在作品中凝聚了我孤身

北漂在外浓厚的乡思。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不做异乡

人，不知故土亲。梦中的大同土林千姿百态，有的如锥似

剑，直指蓝天；有的砂石累累，裸露身躯；有的像威严的武士

整装待发；有的像婷婷的少女凝视远方；有的似动物奔跑栩

栩如生；有的高大魁伟犹如远古走来的巨人。这一切梦幻

在钢针和铜板的独特语言下得以呈现。

从铜版到木版，我又找到了全新的语言感觉。木与刀

的结合，刀的坚、木的韧，碰撞出挺拔有力、灵活多变的全新

意境。心与刀、刀与木的灵魂沟通使我逐渐学会了与自己

作品进行交流，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看虽魔幻，

实则凸显现实。疫情期间，全国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

结起来居家隔离、齐心抗疫，有感于此，我创作了《蝴蝶先

生》这幅作品。其中色彩部分采用几种浅色搭配，画面的颜

色和内容体现了春意来临、万物复苏、焕发出新生机的寓

意，寄托着我期待疫情早日得到控制、人民能够早日破茧成

蝶、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美好愿望。

丁昕瑶 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研究生一年级

参展经历：

首届广州大学城大学生摄影作品展

第八届“艺术广东”公共艺术作品展

□ 丁昕瑶

我的作品由数字媒介、版画、素描等综合媒介构成，尝试

营造一种真实而又非真实的视觉感受。作品中包含着人与

外部环境的冲突关系，自然环境或工业文明无时无刻不对人

类活动造成影响，反观亦然，人与环境之间的拉锯战，无论或

进或退或驻足相望，都会造成一种变化，而变化所带来的感

受就是我想捕捉的东西。

在我的作品中经常可见一些动态的影像创作，我认为图

像的呈现是更为直观的，在直观中营造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才是需要我一直探索不同方式的创作语言的根本。作品中

要叙述的问题其实很宽泛，很抽象，有种“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的感觉，运用综合媒介的方式也是想表现这一问题的复

杂性与多元性。所以数字作品在后期处理上，也寻找了一种

朦胧感，一种偏向诗意化的影像处理方式，运用摄影上的多

重曝光的艺术手法来营造一种氛围，让观者尽可能的“意会”

这里面我的思考。选择用数字媒体的方式去构成了一种“动

态的造型艺术”，不光是记录了当时的人物或事物的状态，光

影的变换，空间的构成，也传达出了情绪与情感，因为多层次

的图像所传达的信息更真实，而类似于蒙太奇的图像剪辑与

拼接运用也使得其维度较广，信息更多，也恰好符合这个信

息爆炸的时代特征。

于我而言，综合媒介作品的制作过程就是一个做实验的

过程，在它所探讨的问题上，每个人的答案都各有哲理，它只

是我现阶段的一种思考，这个实验其实可以贯穿我的一生，

用一种实验的方式寻找艺术的答案，用生活和生命做注脚。

（本文作品均为作者的综合媒介创作）

探索表达方式 寻求更大突破

以自然之景抒写人们内心世界

艺术源于生活
反映生活

朦 胧 美 的 动 态 捕 捉 蝴蝶先生

故乡之景·土林（四）

故乡之景·土林（三）

故乡之景·土林（二）

红白蓝-白

无题

The Water

杨蝉翼 1995 年出生于陕西，2018 年本科毕业于

中央美术学院，2018年至今研究生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

导师唐承华。

主要获奖经历：

2017年获中央美术学院二等奖奖学金。

2018年获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全额奖学金，作品《话

语》被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收藏，获衣恋优秀毕业创作

奖、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创作二等奖，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毕

业生、中央美院校级优秀毕业生。

2019年被评为中央美术学院优秀共产党员，获中央

美术学院研究生全额奖学金。

主要参展经历：

2015 年，于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参加“观察与表

达”展。

2016年，于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参加“图像与思考”

展；鲁迅博物馆（北京）参加“青年与鲁迅”展。

2017年，于鹿人美术馆（苏州）参加“生长之境”展。

2018 年，于朝阳大悦城（北京）参加“交互与城市生

活”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参加“中央美术学院

本科生毕业展”；中央美术学院多功能展厅（北京）参加

“优秀毕业生毕业创作”展。

2019年，于大芬美术馆（深圳）参加“灼灼其华—青年

综合材料绘画”展；福清美术馆（福建）参加“版画中国”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