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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任天进：“涌”是变化，“频率”是对话

来源：绝对艺术

“涌现”是事物量变引发质变的过程，是新与旧的互动和回响。它存在于自然界、生命群体和

宇宙中，是创造性和可能性的诞生地。人控制不了非本体之“涌现”，但偶尔能捉摸到本心“涌

现”的频率，通过强化学习，与“混沌边缘”被更迭的自己此消彼长地对话、共舞，从而接近

了改写未来时序的可能。任天进的艺术创作，如同一场与心流“涌现”的对话，亦是一次与创

作对象能量互换的修行。他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探索着自我生存模式和精神内核的重构路

径。

PART ONE 涌的频率：是心流，是创造

近六年，任天进进行了十分具实验性且高产的创作，他采用了形式多样的绘画工具，造就了

质感层次丰富、极具风格辨识度的系列作品，此次白石画廊展览《涌的频率》中，所展出的

《一划》系列。每一“划”都极富个性和差异；《山恋》系列，是艺术家用油画刀书写的一个

变体阶段，从抽象编码逐步转型到具象塑形的过程。

绝对艺术

能否谈谈您的成长环境如何影响了您的艺术启蒙？您是如何走上艺术这条道路的？有哪些

关键节点或人物对您的艺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任天进

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在上海遇到了一位学者洪丕谟，他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和书法家，在他

的影响下，我开始与 80 年代活跃的艺术家们有所交流。进入 90 年代后期，我频繁旅行在东

西方。

在中国美术学院深造期间，我的博士导师王冬龄老师对我影响颇大。他是一位极具创新精神

的艺术家，其作品在国际舞台上广受欢迎。后来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哈斯商学院完成

了博士后研究。我与 Henry Chesbrough 教授合作，完成了将“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

的理论体系应用于艺术创新可行性的研究。

绝对艺术

这种跨学科的学习如何塑造了您独特的艺术视角和创作理念？

任天进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并非是出于刻意完成的，而是到了某个阶段自然而然

地感觉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于 90 年代初去美国的，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艺术。我的大部分作

品都体现了中西融合的特色，但核心依然是中国传统的线条艺术，这次白石画廊的展览《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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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率》就能体现出这一点。

您提到了“跨学科”，但实际上，我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跨界或跨学科探索。我的艺术实践始终

围绕着“书写”这一核心，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在创作过程中，我尝试使用不同的媒介和

材料取代传统的笔墨纸。有些作品虽然呈现出中国画的感觉，但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中

国画了。

PART TWO 变或不变的是什么？

任天进的多重身份，塑造了他在丰盛的社会资源中游刃有余、同时精进内省的生活方式，对

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书法艺术的深刻思考亦展现于他的创作之中。他对书法的审美非常严谨

——既理解汉文化圈对书法是从文本内涵、章法布局到笔法墨韵的全方位的赏析，也理解西

方人在观看书法时的局限，更偏向从画面布局、笔触气势等更直观的层面去把握。从中他领

悟到，东方的书法家如果能从西方的鉴赏方式中获得借鉴和启示，将使书法艺术从内部实现

其现代转型。

绝对艺术

在您自己看来，您的作品在国内外的受众和关注度有什么不同呢？

任天进

我觉得可能是文化背景的原因，使得观众观看时的视角有所不同，西方观众看到的是“西方

中的东方”，而东方观众则看到的是“东方中的西方”。

绝对艺术

您是如何在这种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的？

任天进

从传统到创新，这是一个如何将传统元素转化为现代形式的问题。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

馆长许杰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曾提到，古代的事物在当时都是当代的，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传统，

在那个年代也是当代的。这意味着，传统与现代只是时间上的区分，本质上并无绝对界限。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思考如何将过去的当代观念用现代的媒介或艺术语言来体现，以

适应现代场景并创造新的艺术形式。

从传统到创新，不仅是一个时间上的跨越，更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巧妙运用现代媒介和艺

术语言，同时考虑作品可持续性和生命力的过程。

绝对艺术

这种跨学科的学习如何塑造了您独特的艺术视角和创作理念？

任天进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并非是出于刻意完成的，而是到了某个阶段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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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感觉应该去做的事情。我是在 90 年代初去美国的，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西方艺术。我的

大部分作品都体现了中西融合的特色，但核心依然是中国传统的线条艺术，这次白石画廊的

展览《涌的频率》就能体现出这一点。

您提到了“跨学科”，但实际上，我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跨界或跨学科探索。而艺术实践始终围

绕着“书写”这一核心，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在创作过程中，我尝试使用不同的媒介和材

料取代传统的笔墨纸。有些作品虽然呈现出中国画的感觉，但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中国

画了。

绝对艺术

在现代社会中，艺术家的创新往往也会受到商业的影响，您如何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呢？

任天进

在这之前我在艾德艺术设计学院做的一次题为《艺术与商业》讲座，在这次讲座中，我谈到：

“商业与艺术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艺术需要被销售和推广，同时，商业的进步又促进了

艺术的可持续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助力。商业的艺术性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

而出，而艺术的商业性则使其获得更广泛的传播机会，并为艺术的再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

基础。”

一方面，艺术为商业提供了独特的创意资源与审美价值，使商业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另一方

面，商业则为艺术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与市场平台，保障了艺术创作的持续性与影响力。

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运作上，更深入到艺术创作理念、艺术市场格局乃至

社会文化生态的多个层面。

PART THREE 当我们坚持传统时，我们在坚持什么？

此次白石画廊的展览《涌的频率》还将展出艺术家的《莫奈》、《侧记》、《境游》、《云

梦》系列作品，望观者在笔触构建的空间之中，寻找到藏匿的象形，感受到山水气息的灵性

以及人与其能量的交换。艺术家最具影响力的雕塑《太湖石》、《胡杨》系列也在展览中呈

现；将古老的传统和当代的生命力结合，引发观者对生命和真理的思考。

绝对艺术

您此次在白石画廊的个展，展出了哪些作品呢？比如，《太湖石·东风 II》这件作品的创作

初衷是什么？它背后的故事和寓意是什么？“东风”二字在作品中如何体现？

任天进

“东风”，取“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意。汉字书法是东亚文化环境中的必然成分，但在西方

恰恰是最难被普通观众所接受的，因而我利用了太湖石特有纹理结构天然形成草书“东风”二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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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石”是指历经岁月长河，石灰岩受自然侵蚀逐渐雕琢而成的奇珍异石，它位列中国古代

四大观赏石之一，因广泛分布于太湖流域而得名“太湖石”。自唐代以来，这些天然造就、形

态万千的奇石便深受中国文人墨客的青睐，它们常被置于园林之中，成为我们寄托山水情怀、

借自然抒发心志的媒介。因此，这些富有诗意的奇石在西方也被赋予了“文人石”（scholar’s rocks）

的美称，恰如其分地传达了它们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韵味与深远意义。

我在这里这二者进行结合，希望通过不同材质的解构与重组，将传统书法的内容在原有的二

维空间中解构，并通过重构形成新的艺术语言。

绝对艺术

您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表现着您怎样的创作理念呢？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涌的频率”呢？

任天进

“涌”代表着一种积极的变迁。具体而言，涌现是事物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而引发的质变过程，

它体现了新旧元素之间的互动与回响。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生命群体以及广袤的宇

宙中，是创造性和可能性得以诞生的源泉。人类无法控制非自身本体所产生的涌现现象，但

偶尔能够捕捉到与自身相关的新涌现的频率。因此，通过强化学习与处于混沌边缘、不断更

迭的自我进行对话与协同，个体得以接近并可能改写时序发展的可能性。简而言之，这是一

个深层次的过程，其核心在于新旧元素之间或个体与其自身之间的持续对话，最终导向一场

心流的涌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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