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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勒画廊苏黎世

2024年6月7日–7月27日
开幕酒会：2024年6月7日，周五，下午6点–8点

麦勒画廊荣幸地宣布我们将于2024苏黎世艺术周期间推出中国知名艺术家邵帆（1964年生于中国北京）的个展。本次展览将展示
邵帆最新创作的不同尺幅的水墨画以及与其水墨齐名的雕塑作品。作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中国艺术家之一，邵帆在当代艺术领域
具有显著的影响力。他的大尺幅宣纸水墨动物肖像深深根植于中国艺术和文化传统。然而他并不拘泥于传统水墨，在他的近期创作
中，邵帆的绘画技法实现了新的突破，他将内心世界外化为可视的表达，为其水墨画赋予了独特的视觉体验和深层的哲学思考。

疫情期间，邵帆工作室所在的村庄曾经历一段时间的封锁，于是邵帆终日在画室里作画。时间变得模糊起来，在重复劳作的过程中，
时间被无限拉长。特殊的客观环境催生了新的绘画技法的探索和尝试。这种尝试引领他突破中国传统水墨的既有路径与框架，有别
于传统艺术规范和视觉经验。

如果说西方油画注重形与色，那么中国传统水墨画则更注重线与墨。在邵帆看来，形与线、墨与色之间的关系值得反复琢磨和思
考。油画通常通过渲染和色彩的层叠来表现，而水墨画则侧重于线条的运用，不强调透视和背景，常常会有大量的留白。与油画相
比，水墨画的修改余地极为有限，一旦笔墨落于纸上，就难以修改或覆盖。因此，水墨画的创作往往次数有限。以邵帆自2020年初
开始创作的“以兔之名”系列为例，在这些作品中，曾经的留白被精细的笔触全然覆盖，展现出他对水墨技法的精湛掌握和对传统艺
术形式的创新演绎。与传统的宽笔触截然不同，邵帆使用的墨并非简单的灰色水墨混合物，而是采用了一种细致、精巧的技法，淡墨
被层层叠加、累积。这种技法的运用极大地改变了绘画的密度，画面因而深邃又神秘。尽管观众依然能够在画作中分辨出动物的形
象，但在与之对视的过程中，此为何物的执念已慢慢消弭，藉由对视，消融对峙，“我们”进入到某种更为深层的共处维度中。邵帆的
艺术转变与他的内心紧密相联。他将自己的绘画比作“琢玉”，每一笔、每一划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时间慢
了下来，邵帆也清晰地感知到这一细微的变化。

在此次展览中，我们还展出了两幅艺术家今年创作的小尺幅木板水墨作品——《兔变0624》和《兔变0524》（2024,木板水
墨，33 × 24 cm）。邵帆在这两幅作品中尝试用木板替代传统的宣纸，并使用胶和粉的混合物作为木板的基底。这种做法带来
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如木板上的轻微裂纹，这些纹理让人联想到早期意大利湿壁画的质感。作品的“小”也改变了观者与作品之
间的关系。当观者面对一只比自己还大的兔子，可能会感受到一种微妙的压迫感，而面对一只小巧的兔子，则可能会唤起温馨和
亲切感，仿佛它是一个可控的空间内可供欣赏和把玩的物件。尺幅的变化也带来了新的观赏体验和情感共鸣。

作品《虎变》（2023，宣纸上水墨，230 × 164 cm）将老虎的形象与艺术家的想象以及《易经》中老虎的象征意义巧妙地融合
在一起。邵帆年幼的时候，亲戚为他讲述了一次狩猎时遭遇豹子的故事。最初，这位亲戚并未看到豹子的全身，只注意到了它那
双明亮的眼睛，随后豹子的身体似乎突然从周围的景物中显现出来。这个画面一直萦绕于邵帆心中，并影响了他在画作中对老
虎的处理方式。在作品《虎变》中，虎纹起到了一种伪装，它似乎与岩石和树木融为一体。背后的光束投射出的阴影部分遮挡了
老虎的身体。这种处理手法捕捉到了一种瞥见和模糊的瞬间，介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此外，邵帆在研究《易经》的卦象时，
特别注意到代表变化的“革”卦，其表述中以虎为喻,象征着某种庄严而有规律的变化。

与老虎相似，大白菜对于邵帆来说也代表着特殊的记忆和情感——大白菜基本上是中国北方冬季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常见的蔬菜。
它唤起了人们温暖和熟悉的记忆。大白菜的茎叶形态变化多端，赏心悦目。

此次展览中的两件雕塑作品与他的绘画紧密关联，尽管在视觉呈现上有所不同，但在创作过程和内在美学逻辑上却是一致的。《明
式须，之五》（2006，紫檀，43 × 152 × 12 cm）描绘的是构成绘画作品中兔子的无数笔触中的其中一笔。它的造型让人联想到
飘逸的胡须，同时呼应了明代（公元1368年至1644年）经典圈椅的扶手设计。另一件作品《明式脊椎，之四》（2011,巴花梨
木，19 × 166 × 6 cm）则与展览中的动物主题相呼应。这两件雕塑都展现出优雅的简洁。明式家具以其简洁的线条和优雅的
造型著称，这两件作品采用了明式榫卯结构——精确雕刻的部件无需使用胶水或钉子无缝拼接。
 
经由时间的沉淀，邵帆的作品展现出一种平静而深远的力量。他的笔墨层次丰富，仿佛在观者周围构建出了一片神秘而迷人的场域。
在这个空间里，时间在笔墨间缓缓流动，沿着画家的笔触，我们得以探寻生命的另一维度，绘画本身因而成为一处难以言表的栖息
之所。

邵 
帆 



页 2/2

邵帆（字昱寒），1964年生于北京艺术世家，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北京。自幼随父母学习绘画，受到祖母的书法指导，这些早期经历为
他日后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邵帆在国内外举办了诸多个展及参加重要群展，他的作品在国际范围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近
期展览包括：“以兔之名”，镜花园，中国广州（2023）；“昱寒水墨展”，麦勒画廊，瑞士卢塞恩（2021）；“邵帆：在真相与幻象之间”，北
部拉班特博物馆，荷兰斯海尔托亨博斯（2020）；“你”，路德维希博物馆，德国科布伦茨（2018）和苏州博物馆，中国苏州（2018）； 
“近作”，麦勒画廊，中国北京（2018）；“大兔子+”，麦勒画廊，中国北京（2016）；“中国私语”，伯尔尼美术馆和保罗克利艺术中心，瑞
士伯尔尼（2016）；“新朝代——中国创造”，奥胡斯美术馆，丹麦奥胡斯（2015）；“秘密符号”中国当代书法展，汉堡美术馆，德国汉
堡（2014）；“中国艺术珍品展”，巴黎设计与艺术博物馆，法国巴黎（2014）；圣莫里茨艺术大师展，瑞士圣莫里茨（2013）；“水墨艺
术：当代中国艺术的今夕与共”，大都会博物馆，美国纽约（2013）；“像想！中国当代肖像展”，国立肖像美术馆,堪培拉；舍曼当代艺术
基金会，澳大利亚悉尼（2012）；北京首届国际设计三年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北京（2011）。邵帆的作品自1988年以来被世界各
地知名博物馆和艺机构收藏，包括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皮帕底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V&A）、香港M+美术馆、日本福冈美术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Sigg Collection以及瑞士Erlenmeyer基金会等。

1
《易经》，也称为《周易》或《变易》，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占卜哲学典籍，同时也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它不仅被用于占卜,还包含
了丰富的哲学、宇宙观和人生观。《易经》的核心构成是64个卦，每个卦由六条横线组成，这些横线称为爻。爻可以是连续的线，称
为阳爻，也可以是断开的线，称为阴爻。《易经》的文本包括了所有64个可能的卦的名称（卦名）、简短的卦辞（彖辞）以及每个卦的
六条爻各自的爻辞。这些爻辞和卦辞用以解释和预测占卜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