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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赵博：金字塔和雪林

SGA：毕业至今，您的创作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最初极具迷惑性和绚烂感、悲剧性的

系列，到后来的孤舟、冷酷仙境、数字森林等。在您看来，这几个系列有什么分别？其中您

着重想探讨的问题是什么？

赵博：对我来说，我的所有作品都是我在各个阶段生命体验的某种溢出，是一种能量的投射。

从创作上来说，可能 2020 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划分的节点。

2020 年之前，我感觉还是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相对蓬勃发展的时期。那种系统化的，快节奏

的，纷繁庞大的现代社会景观不断地冲击着我的体验，总觉得自身要被这光雾弥漫的世界吞

噬。然而新冠疫情的到来，让这一切戛然而止。这个世界再次彰显了他的诡异和那种巨大的

不确定性，让个体重新回到历史之中，每个人仿佛都被卷入其中，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

活和所身处的时代。这段时间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重新观看自己的创作，可以拉开距离

来凝视自己的生活。中国传统绘画的宇宙观和美学也在逐渐影响我的思考方式和绘画语言。

仿佛心理上的那个理念的世界在逐渐地搭建起来……孤舟，数字森林等系列作品的出现，也

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这些系列各有不同又互相交织在一起，让我体验到了自身的艺术语

言和内心的理念世界二者之间的契合从而产生的那种自由感，这是我之前没有体验过的。

SGA：您经常描绘老虎、狮子等动物，在新作中也有长颈鹿等。您想表达什么？这其中是有

什么隐喻吗？

赵博：从东西方古典绘画到现当代绘画的历史，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形象和隐喻。我在小

学期间学过几年国画，中国传统绘画本身就习惯于描绘各种动物作为题材来创作，比如老虎，

雄鹰等等。不知道是否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有的时候直接描绘人类生活对我来说是比较困

难的，我总是习惯用各种其他的物象来传达在现实世界的生命体验中所感受到的某种结构上

的真实。有时人的缺席恰恰能够证明人的在场，当你把具体的人的形象抽离出画面的时候，

有可能会更加准确地传达我想要的感受。

SGA：在您作品中反复出现一些元素，比如金字塔、皮划艇等，其含义是什么？

赵博：作品里的元素很多都来自于我真实的生活环境，比如我家周边的常见的景色，曾经看

的电影，书籍，杂志图片等等。金字塔本身是古迹，全球化的消费社会已经把它变成了旅游

胜地，也出现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它对我来讲像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就好像每天生活所要

面对的这个现代化的极其庞大的社会系统。我们每天都会和这个庞大的系统进行交互，比如

你使用智能手机，其背后的一整套我们无从想象的庞大的算法在支配着这个系统与每一个个

体产生交流。

我家附近有一条河，同时也是国家赛艇训练基地，在日常散步或者运动的时候都会看到许多

皮划艇穿梭在这条河上进行训练，所以说这是我日常能看到的一个图景。船作为一个符号化

的载体，已经在文学和绘画作品里被不断地描述，同时皮划艇又是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工业

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竞技体育，商业旅游和救援行动中，它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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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描绘我所生活的这个现代社会的景观有着巨大的兴趣，所以自然而然地就选择了皮划艇

作为画面的一部分。

SGA：雪林是您非常经典的视觉元素，这个元素从何而来？

赵博：我一直生活在沈阳，家的附近和工作室旁边总有一片树林，冬天的时候寒林雪景是非

常常见的北方风景。最开始画这些雪景，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的选择，但当你长时间地描绘或

者观看这些风景的时候，它慢慢的会和你的精神世界产生某种联系，它不再只是一个物理性

的场景，更像是一个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共生的场域，是一个专属于我的理念的王国。

2020 年之后，中国古代尤其是宋元绘画的审美经验和宇宙观在逐渐影响我的创作。雪景一

直是中国古典绘画的重要题材，仿佛被赋予了超然的想象，也诞生了许多名家力作。这些作

品已经融入到了中国人的血液当中，变成了文化母体的一部分，为我提供了巨大的养分和灵

感来源。雪景绘画的创作也使得我和我自身的文化母体产生了更加深入的连接。

SGA：在孤舟系列中有很多紫色等绚丽的颜色。这样的描绘有何思考？

赵博：我生活在一个被称为后现代的高度发达的消费社会当中，虚拟世界的框架早已搭建完

毕，并与现实世界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人类所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绚烂迷幻的仙境，海量的

信息在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感官系统。某些作品里的绚丽色彩，可能就是对我所身处的这个

时代的最直接的回应。

SGA：为什么对绘画性如此坚持？

赵博：在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时代，大数据算法已经完全颠覆了旧世界。我们接受信息，处

理信息，传递信息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人类的主体性已经处在崩塌的边

缘。有时候我就想：绘画还有意义吗？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今天已经显得脆弱且无用了。

我理解的所谓的绘画性就是颜料和身体与布面的接触，是人类在画布上留下的充满主观性的

痕迹。这些笨拙的痕迹会不会是绘画最后的尊严呢？虽然它相当缓慢笨拙，但有其自身的精

神性的存在。这也可能是绘画最后的价值所在，是人之为人的佐证之一，我想我应该捍卫它。

SGA：在绘画性外，您也会充分利用综合材料和现成品创作，比如作品中常见的瓦楞纸构成

的 0 和 1 等。为什么会利用这些材料？这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赵博：我选择的这些材料，许多都是无用之物，是现代生活的排泄物和废弃品，它们作为垃

圾被随意扔掉或处理，比如咖啡残渣或者快递的外包装。但我认为这些材料作为现代生活的

副产品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观念属性。我把它们收集起来，通过我的双手重新制作，赋予

它们全新的意义，这种转换本身就具有很强烈的精神性，也为我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延展和

可能。

SGA：什么样的情感或事件会激起您的创作欲望？

赵博：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感受到了一种结构上的真实感。这种结构指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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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下来的对生活事件的感知，而非视觉上的。比如，我有件作品中的老虎形象的灵感来自

于我去年和家人去长隆野生动物园的旅行。动物园内有一个虎园，其中有一个老虎扑食活鸡

鸭的节目。观众在玻璃窗外观看，当时围了很多人，拿着手机在拍照。虎扑完后，大家都很

兴奋，纷纷去发朋友圈。这个场景带给我很大的震撼，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已经完全进入另一

个时代，我们接收和传播信息的方式已经完全发生改变。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虚拟社会和现实世界交织的时代了，每个人都在疯狂地展现自己的生活，

然后这一切会带给我们什么，人们并不知道。但是你会突然受到结构上的刺激，这对每个个

体的心理和生理都会产生影响。

在我看来，当代艺术要直面这些改变，而不是需要去到所谓的远方，或是去找一个异域文化

去承载。当代艺术需要面对社会变化所带来的张力，张力往往隐藏在一些非常日常的景观里。

艺术家要保持这种感受的全敞开状态以及敏感性。那么，创作灵感就会在无意间来临，可能

就会感受到现代性里，人的存在位置。

SGA：您的创作环境是怎样的？

赵博：我的创作环境相对比较安静。我有时候会出去走走，让思维活跃一点，有的时候也会

抽时间听一些比较严肃的大部头音乐。我是一个在电影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我作品中很多的

元素都来自于电影，比如多元素聚集来自于侯孝贤的长镜头，好莱坞的强视觉冲击的经验也

会影响我的审美。我很喜欢有力量但又非常细腻，既直观又有一定深度的作品。我也希望我

的作品能够跟人产生这种情感上的联系，而不是一个完全学术化的或者一种纯粹研究式的作

品。无论你要表达的思想是多么复杂深刻，作为绘画，它应该直接跟人的神经系统发生共鸣，

这是我的选择。

SGA：您的一天如何度过？

赵博：最近的状态准确来说，就是每天在工作室里长时间的发呆。因为我每次做完一个比较

大的个展，都仿佛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某一部分被掏空了，需要用一段时间的无所事事把它

填满，这种状态通常会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

正常的话，我一般早上 8:00 多到工作室，做一杯咖啡，然后晒晒太阳或者看看自己最近的

作品，然后开始工作，期间会听一些有声书或者音乐，午饭后会休息一会儿，然后一直工作

到傍晚 6:00 多左右。每周会运动两到三次，因为绘画本身是跟身体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好

的身体状况，会让你的所有天线保持敏锐和敞开状态。晚上通常会阅读一些书籍，看看电影

或者出去散步，散步的时候偶尔会听一些古典音乐，比如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一遍埃尔加

的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那仿佛触及存在本身……总之我会保持一种适当的节奏感去生活，

这对我的创作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会出去几天，去其他的地方转一转，倒不是为了采风什么的，只是想去看

看这个世界都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我喜欢拉开一点距离去观看自己所生活的时代。

SGA：您就读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工作室也在沈阳。为什么没有选择去北京或上海从事

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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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博：很多媒体采访会问到我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太清楚，可能是自然而然的原因。我是

2007 年毕业的，那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处于井喷状态。2008 年我创作了一批相对有一些

面貌的作品，很顺利地都被收藏了。我攻读研究生是 2009 年，那时候我已经处于一种比较

活跃的创作状态了，有自己的表达欲望，在校外也有工作室，也一直有相对固定的画廊合作，

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留在沈阳了。

对我来说，北京或许机会更多，但也更加嘈杂。当然这是都是我的想象，我没有真正长时间

在北京生活过。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地域性的艺术家，我的作品还是聚焦于个体对

现代人类的生活的观察，以及这种生活给我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反应。如果要谈沈阳这个地理

位置对我的作用的话，可能就是它离北京、上海这种中心城市的物理距离会给我带来一种心

理的距离感。这样可以让我更准确地把握自己的感觉，也是我的创作习惯。

SGA：下一步的创作有什么计划吗？

赵博：目前的几个系列，我会继续延伸。有的系列还处在刚刚开始摸索的阶段。对我来说，

每个系列都是长期的工作，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束日期。他们会伴随着我的生命体验不断地

生成和变化，是一种持续的思考，而不是要反复横跳。当时也可能会有新的系列诞生出来，

但这也是长期思索和实践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我认为，艺术家应该沿着自己的脉络深入

思考，然后去锤炼艺术语言的准确性和绘画本身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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