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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米兰世博会

联合国 %&'馆!有一个展览

让外国友人大开眼界! 那就

是 "笔尖#指尖上的中国$艺

术展! 他们从这个展览看到

了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艺

术%%%中国传统水墨和工匠

技艺&

如今!'两尖( 艺术展回

归上海虹桥天地演艺中心!

开启世界巡展的第二站%%%

为期 ((天的旅程&

展览方同样运用了独特

的形式去展现! 长 )"米)高

)米的环幕!宽 !米)高 )米

的全息屏! 连同 *+, 的天

幕) 地幕形成一个开阔的影

像空间! 运用投影和全息屏

的方式营造'天人合一(的时

空感和剧场感&

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六位

艺术家风格各异的作品!姜

宝林的白描山水) 何家英的

工笔人物) 王冬龄狂放不羁

的乱书**当你走进这个空

间!你就'入画(了& 作品会不时投影在你身

上!来这里的人!也跟艺术家一起创作& 中国

传统艺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被展现在观众眼

前!它不再那么地高冷!而且!它'活(了&

策展人刘棢告诉我们! 策展团队的理念

是+运用当代科技设计新的观展场景与视角!

在现有审美标准下打破传统书画艺术的鉴赏

门槛!让中外观众看懂中国书画&当'两尖(艺

术展在米兰世博会展出时! 有前来参观的西

方观众甚至感动得哭了! 还特地找到馆内的

工作人员!一定要倾诉内心感受&

我们相信!感动中西方观众的!一定不仅

是中国传统艺术本身的魅力!还有那部分!中

国传统艺术被赋予的全新的视觉体验! 以及

用现代化语境重新解读传统艺术的尝试& 用

时尚的方式重塑中国水墨精神! 邀请更多的

年轻人) 艺术爱好者前来参与艺术家作品的

'再创作(!相信这也是展览本身想要传递的&

上海双年展为何选择印度Raqs小组
! 文-叶青

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上周盛
大开幕，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带
来了形式丰富的参展作品，装置、
行为艺术、纸上作品、声音作品等
等，把上海当代艺术馆渲染得风
生水起、色彩斑斓。更有意思的
是，做出这道艺术大餐的是中国
公众很陌生的策展团队，他们的
主题提出“何不再问？”于是，我们
要问———上海双年展为何选择印
度Raqs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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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届上海双

年展参展作品$"任

何人$所有人$大人

物$小人物$抵抗之

人$好事之人和其他

的人都将迫切离开#

为何起名叫!"#$媒体小组%

印度 !"#$小组，其实全名叫“!"#$媒体
小组”。是由理论学家、媒体人、艺术家吉比
什·巴什（%&&'&$( )"*+(,），莫妮卡·纳如拉
（-./,+" 0"123"），舒德哈巴拉特·森古普塔
（4(255("'1"6" 4&/*276"）三位在印度德里共
同创立的，当时三位成员刚从德里著名的
%"8," -,3,"9$3"8," 大学的多媒介研究中心
毕业。

!"#$是波斯语、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
中的一词，原意是指当“反复修行的苦行僧”
进入轮回的那种状态。这么说是不是和我们
有些熟悉了，修行、精进，然后有一天突然开
悟了得道了？!"#$还是一个用于描述舞蹈
的词，有关节奏、韵律、气场之类。

圈内人士介绍，普通百姓不熟悉，但他
们创作当代艺术作品、电影，策划展览、编辑
书籍、组织活动，并与建筑师、程序师、作家、
戏剧导演合作，其独特而创新的艺术实践为
他们赢得了 :;;<年第 =届欧洲当代艺术双
年展的策划权，还赢得了 :;>?年首届亚洲
“集群艺术奖”。

他们一直在未来与当下&理

论与实践之间'何不再问(

“未来的那一刻其实就是当下的这一
刻，而这一刻又在思索着未来的发生，它们
彼此呼应。”这是 !"#$小组经常说的话，事
实上，数十年来，他们一直用各种艺术形式
追问着这些问题，并试图找寻现实的“津渡
桥梁”。
小组成员说，我们不相信理论和实践的

分离，觉得“做”和“想”是同一创作的两个
面，同一作品的两个面。观众看过我们的《敲
打时间》《时间胶囊》《积累的资本》后，若有
所思并开启一种新的观物态度，对我们的线
索、反讽、构图、画面做出回应：转身并顿悟
地一笑；如果摆摆头，嘟囔一句“真有意思”
“我们怎么没想到”，我们当然也很高兴，高
兴作品“触动了存于内心但未曾醒来的东
西”。

!"#$小组说，涂鸦、路名、招牌、海报、

通知……我们像读小说那样去阅读城市、阅
读乡村，作为艺术家，我们将生活视为一条
溪流，去沉浸，去畅游，去体味。“我们当然要
用语言去思考、去表达，我们更要用艺术去
展示，就像《任何人，所有人，大人物，小人
物，抵抗之人，好事之人和其他的人都将迫
切离开》一样”，媒体小组言语滔滔，我们看
着作品发现，原来这是一件以紧急出口标识
为原型的艺术装置作品，放射性灯光丛中，
人们四散逃去，看不清表情，只有狂奔的“人
形图案”。

他们在世界舞台上思考$今

年成了上海双年展的'主厨(

上世纪 @;年代以来，!"#$媒体小组的
思考与实践融合了当代艺术、历史研究和哲
学理论等多重文化背景，常常用装置、多媒
体和行为表演作为创作方式。一方面结集
《!AB4媒体小组（动力沉思）》，另一方面他
们积极参加卡塞尔文献展（:;;:）、威尼斯双
年展（:;;?、:;;C、:;>C）等国际重要展览。作

为策展人的 !"#$媒体小组，曾担任在博尔
扎诺举办的第七届欧洲宣言展———欧洲当
代艺术双年展（:;;<）以及在德里举办的
904D!E:;>F的联合策展人。
他们的作品形式包括装置、录像、摄影、

图像G文本拼贴、线上与线下媒体物、表演
等。“一个没有被地震仪记录的下午”“垂死
的人歌唱那将他击倒的东西”“候车室里的
骗子”“敲打时间”“这是关于同时在这里和
那里”“你被计算在内了吗”“捆绑之结乃摩
擦之结”……把 !"#$ 媒体小组近年的一些
作品名字排列到一起，一不小心就是一首
诗，虽然诗义有些晦涩。他们的作品被波涅
米萨 :>当代艺术（维也纳）、舒米塔和阿拉
米·玻色（纽约）、蓬皮杜艺术中心（巴黎）、伯
格收藏（香港）德维艺术基金会（古尔冈）等
艺术机构收藏。

有意思的是，!"#$ 媒体小组早在第八
届上海双年展上就有作品展出；:;>F年，他
们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的首次个展“补时HDI!

61" E,8&J”。媒体小组喜欢思考时间，并以其
为艺术创作的媒介，用绵延、重复、反射以及
我们对于时间流逝的主观反应所留下的痕
迹作为原始材料，创作出许多跨媒介的“时
间”作品，像《守望》《等待》《内部时日》等等，
把时间的绵延、重复、反射掰开给你看，试图
引起你我的思考。

也许正是那次上海之行，缘分就此结
下，!"#$成为第十届上海双年展“主厨”，延
续其颇有印度式玄虚的特色，艺术家们用作
品抛出各种谜团和动机，提出必要、艰难而
动人的问题。号召人们观展的同时，与艺术
家一起构筑起一个发散式、建构式的艺术世
界。全世界 <;余位艺术家被他们招引到了
上海当代艺术馆，其中大半来自海外。
“许多作品都是近年来国际艺术界的标

志性事件，难得一见；再者，新锐的艺术家们
纷纷来了，可见三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
位圈内人士告诉我，正因为 !"#$符合上海
双年展选择策展人的“差异化”“突破性”原
则，成了我们学术委员会的最终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