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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都是最好的画布 ]
如今，要欣赏精彩的绘画你的选择远不

止美术馆或是艺术展，因为艺术的载体早已
无处不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便开始了他的影像错觉艺术，他利用视
觉角度的变化，将一个平面上的圆形图案“叠
加”到了房间一角，只有站在某个特定的角度
和高度才能看到它，其他时候，那边看起来都
只有几个不规则图形而已。由此，一种全新的
艺术欣赏模式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艺术品不
单单会挂在墙上等着你走过路过，它以一种
“高姿态”，等待着好奇的人们不断探寻那唯
一一个合适的角度，才能看见他最神奇的模
样。最平常的楼梯间、每天经过的空中走廊、
人来人往的休闲大厅甚至一座窝在山脚下的
小镇，都成为了 !"#$%" &'($)$选中的“画布”。

[3D世界也会有2D角度 ]
! ! 教会人们怎么自发地去找寻美，也正是

!"#$%" &'($)$将创作平台搭建在人们日常最
容易经过的地方的主要目的。我们所生活的
世界是三维立体的，一切场景都是司空见惯
的，这种对环境已然麻木的状态恰好是当代
艺术最急于去打破、去重建的，或许 !"#$%"

&'($)$ 正是发现了我们对 *+ 世界的厌倦才
想到用 ,+角度来为环境增色吧！

想想看，当你即将走上一道楼梯，却发现
楼梯口竖起了一道红色“挡板”，上面规律地
排列着大小相同的圆孔，你是不是会犹豫着
我该怎么上楼？又或者你走在空中走廊上，一
个转身却发现一旁悬浮着一组蓝色方块，他
们就像一组整齐的列兵，让你怀疑是不是自
己进入了某个魔方游戏的画面中？当人们看
到这些充满惊喜的作品，不仅在视觉上得到
了刺激与享受，更是让人仿佛找回了童趣。

[当代艺术等待新革命 ]
! ! ! 错视影像艺术既不同于一般的绘画，也
不同于时下流行的 *+立体绘画，如果能细心

观察他的这些作品，就能发现他在选取场地
的时候颇费心思：当你找到了唯一一个能完
整展现平面图形的角度时，就能清楚地感受
到几何的魅力，这不仅包括了 !"#$%" &'($)$

绘制的图形，还包括场地本身天然产生的线
条和形状。错视影像艺术的产生正是基于人
们天生对几何形状的敏锐，让人不自觉地去
发现，这项艺术最大的魅力恐怕正是源自这
种看似不经意的精心计算。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不过就是把几个简
单的图案投影到墙上画出来而已，怎么算得
上艺术？真是如此吗？我想，!"#$%" &'($)$从
-.年代创作错视影像艺术至今，绝不仅仅是
为了单纯满足视觉享受，或者引人关注而已，
在他选择的场地和图形中，可以感受到更多
意味，无论室内室外，他都选择了公共空间。
物质条件、居住条件渐优的今天，我们占有了
越来越多的环境空间，却越来越少关注它们，
如今这一“变身”，谁还会挪开眼？!作者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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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现实变成“二次元”
———反思影像创作带来的新意识变化

西方当代艺术蓬勃至今# 离不开艺

术家对社会的深刻反思$ 这让我们看到

艺术的时代使命#它时刻关注着世界#反

映着世界#甚至试图改变现有的世界#尽

管看到的是感官上的变化# 然而一旦融

入到不同环境中# 一切便被赋予了更多

人文关怀#艺术家的心怀天下正是如此$

现在# 艺术家不断壮大的行列让当

代艺术品数量剧增$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

大环境下# 我们想要的当代艺术作品更

该注重质量# 才能通过艺术来提高人的

素质和品位$事实上#很多为了追求名利

甚至为了哗众取宠的所谓%艺术家&打着

%看不懂的就是个性&# 专门弄出些让人

看得一头雾水的所谓 %当代和抽象艺

术&#而不明所以的观众会被各种宣传唬

得一愣一愣# 还为其拍手叫好$ 事后想

想#这更像是在刻意地追捧逢迎#生怕别

人懂了显得自己水平不高# 实质上却没

有任何教育意义$

!"#$%" &'($)$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创

作理念#比如他目前为止最大的作品'((

瑞士山区一座名为 &"(%*($)的小镇#这个

场地不同于他以往的选择#是一个山清水

秀的山中小镇#如今经过一番设计#变成

了著名的圈圈镇$ 现代化进程下#有多少

曾经绿色天然的城镇失去了自然的魅力#

而 !"#$%" &'($)$却用这种擦着艺术边缘

而过的形式#巧妙地结合了建筑)生态)环

境面貌保护等元素#让我们看到即便不破

坏也可以让这里变得很现代*

运用新手段应当是为了诠释发展的

意义#而非为了创作而创作*希望有更多

人能学会欣赏这类艺术的同时多思考一

些现实的教育和生活的意义*

# 题内话

学着边缘思考
! 黄伟明

今年五月至十月间，英国国王十字街的Gra-
nary广场上的历史建筑群被添上了不少几何形
状，当人走到某一处位置时会惊喜地发现这些图
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仿佛叠加出了一个平

面的“二次元”空间，明明与建筑相隔甚远却有触
手可碰的错觉。这便是瑞士艺术家FeliceVarini
的杰作，他用他的错视影像艺术为环境施了魔法，
让同样的景物产生更多的可能。

（本版图片选自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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