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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麦尔逊个展 Jin Meyerson Solo Exhibition 

无止的边界 Endless Frontier 

 

 

展    览 : 无止的边界（Endless Frontier） 

艺 术 家 : 金• 麦尔逊（Jin Meyerson） 

展览时间 : 2014.3.22–2014.4.27（37天） 

开    幕 : 2014.3.22 下午5点 

展览地点 : 学古斋画廊 

         （上海市普陀区莫干山路50号9号楼） 

 

 

 

 

1. 展览介绍 

学古斋画廊将在2014年3月22日至4月27日为大家带来艺术家金• 麦尔逊在中国的首个个展。麦尔逊通过重组

从大众媒体——包括杂志、电视和网络——获得的图像，借用扭曲、换色、拉伸、收缩等处理方法，使作品不仅

延续了抽象艺术的传统，也转换为一种独特的的绘画语言。 

麦尔逊是一位美籍韩裔艺术家，1972年出生于韩国仁川，后被一个瑞典犹太家庭收养，在美国明尼苏达的乡

村长大。他早年曾在纽约、巴黎和首尔工作生活，现定居于香港。他于1995年获得明尼阿波利斯艺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学士学位，1997年获得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艺术硕士学位。麦尔逊在具象绘画的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

应邀参加了一系列重要展览，其中包括伦敦萨奇画廊主办的展览“绘画的胜利”和弗拉基米尔• 洛菲德（Vladi

mir Roitfeld）策划的展览“色彩与呐喊”。 

麦尔逊完成了对他香港工作室环境的解读——作品中，扭曲着的人群、自然和机器被柔和的色彩所覆盖。此

次，学古斋画廊将展出金• 麦尔逊十件左右的作品。包括他的里程碑作品《死亡诞生之前》（Before the Inven

tion of Death，2009-2010）和《利维坦》（Leviathan，2010），以及《广亩城》（Broadacre，2013）、《梦游者》

（Sleep Walker，2013）等近期在香港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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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品图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Death, 2009-2010, Oil on Canvas, 200x600cm 

 

 

Broadacre, 2013, Oil and Acrylic on Canvas, 188x4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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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eep Walker, 2013, Oil on Canvas, 60x4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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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athan, 2010, Oil on Canvas, 375x2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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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艺术家简历 

 

金• 麦尔逊(Jin Meyerson) 

1972 出生于韩国仁川 

1995 艺术学士学位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与设计学院  明尼苏达州  美国 

1997 艺术硕士学位  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 费城  美国 

生活和工作于香港 

 

个展 

2013 知觉的积累  萨凡纳艺术设计学院香港分校Moot画廊  香港 

 无止的边界  学古斋画廊  首尔 

 不得安息的邪恶者  贝浩登画廊  香港 

2011 稀土  余德耀基金会  雅加达 

2010 疲劳的腕骨  艾曼纽• 贝浩登画廊  巴黎 

2009 预报  阿拉里奥画廊  首尔；天安  韩国 

2009 艾曼纽• 贝浩登画廊  迈阿密  美国 

 永远不会无路可走  Nordine Zidoun画廊  卢森堡 

2007 进步不再是一个保证  Michael Janssen画廊  柏林 

2006 意外之旅  艾曼纽• 贝浩登画廊  巴黎 

 高胆固醇时刻  扎克• 福伊尔画廊  纽约 

2004 比你想要的多，比你需要的少  LFL画廊  纽约 

 社会变形  艾曼纽• 贝浩登画廊  巴黎 

 

群展 

2012 色彩与呐喊  苏富比S2画廊  纽约 

 能量  大田艺术博物馆  大田  韩国 

 破浪  萨奇画廊  伦敦 

2011 环球新艺术  損保博物馆  东京 

 收藏家的舞台，亚洲当代艺术的私人收藏  新加坡艺术博物馆  新加坡 

 So当代艺术展  拉萨尔艺术学院  新加坡 

2010 希望 皮诺基金会  迪纳尔  法国 

 生存的进化  釜山双年展  釜山艺术博物馆  釜山  韩国 

 纽约藏品  纽伯格博物馆  纽约 

2009 BEASTIN  Nordine Zidoun画廊  卢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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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走出我们的梦想  Otero Plassart 洛杉矶  美国 

 哲基尔岛  Honor Fraser画廊  洛杉矶  美国 

 新的真品：后犹太艺术家  Spertus犹太研究会  芝加哥  美国 

2007 房子里的混乱  Vanhaerents艺术展览会  布鲁塞尔  

 新沙龙运动  Engholm Engelhorn画廊  维也纳 

 更多-多数派绘画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美术馆  塔拉哈西  美国 

2006 绘画的胜利  萨奇画廊  伦敦 

 血色子午线  Michael Janssen画廊  柏林 

 Bibbidi-Bobbidi-Boo!  比勒菲尔德艺术协会  比勒菲尔德  德国 

 曼海姆展览会  曼海姆  德国；Cercle Munster  卢森堡 

 象征的位移  韦斯特波特艺术中心  韦斯特波特  美国 

2004 表面张力  切尔西艺术博物馆  纽约 

2003 色卡  Massimo Audiello画廊  纽约 

 十周年纪念展  Frederieke Taylor画廊  纽约 

 桦色异端  101空间  纽约 

2002 铸造  Brooklyn Front画廊  纽约 

 通过游戏  Frederieke Taylor画廊  纽约 

1999 一刮即嗅  美术新学院  大急流城  美国 

1998 最近的工作  大学城艺术联盟  费城  纽约 

1997 MFA毕业展  美国艺术博物馆  费城  美国 

1996 佛罗里达风景系列  ABFAB画廊  费城  美国 

 

公共收藏 

所罗门• R• 古根海姆博物馆  纽约 

切尔西艺术博物馆  纽约 

费城美术馆 费城  美国 

余德耀基金会  雅加达 

萨奇画廊  伦敦 

曼谷O博物馆  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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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言 

 

屏幕的重叠与画布的层次：绘画的社会性和绘图软件时代的图像建构 

罗宾• 佩克汉(Robin Peckham) 

 

在过去的两年中，人们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我们的文化已经进入后因特网时代。这种观点既体现在反

思性的批判文本中，也出现在日常讨论的用语里。和“后现代主义”类似，“后因特网文化”这个概念不是指我

们今天已经超越了因特网文化，而是指因特网文化已经成为无处不见的普遍存在。换言之，就今日艺术的生产、

流通和传播而言，借助因特网的复制和传播机制已经和更为传统的当代艺术传播渠道平分秋色。当下这个历史时

期使不少创造性的对话成为可能，而数码复制技术与绘画的碰撞就是其中之一：绘画的本体属性越发接近摄影或

电脑图像，人们也主要在电脑或智能手机屏幕上欣赏绘画。这就促使我们思考和回答如下问题：电脑绘图软件通

过何种方式媲美绘画，甚至取而代之？当然，数码技术和绘画是相互影响的，这或许更让人激动。作为一种工作

室艺术实践，绘画已经突破“绘”和“画”的字面意义，在媒介和方法上都产生多样的新发展，吸收了一系列新

方法和图像技术，在此基础上思考和展望我们未来的可能性。 

金• 麦尔逊主要进行工作室绘画的创作，他提供了一扇别样的窗口，使我们能够一览这段文化革命的近况。

需要指出的是，艺术家以一种传统的方式经营着他的工作室，从创作画稿和勾勒形象，到平面地处理画面的肌理，

再到最终将作品竖立起来调整画面细节，都是同训练有素的助手一起完成。但在上述创作过程的每个环节中，日

常图像传播背后的技术手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一系列在线图像档案的搜索，艺术家获得图像素材，并最终

用于包含具象和其他图像的拼贴作品：绘画作品《广亩城》（Broadacre）和《亚高山地》（Arcosanti）（都作于2

013年）都借鉴了“生命之树”这个经典的视觉主题；作品中树叶和建筑这对视觉元素的素材就是通过在线图像

档案搜索的方式获得的。和大部分借助数字图像进行绘画创作的艺术家不同，麦尔逊的图像素材选择过程既不是

随机的，也不是仅仅关注其网络属性。他的选择过程几乎完全是工具性的，素材是否入画完全取决于艺术家的视

觉判断，就像传统画家所做的那样。这使他的艺术创作能够围绕图像建立起有张力的视觉现实——几乎自成一派

——并留有很大的变化空间。 

这些作品创作于香港这座大都市，它们探讨了都市生态的核心问题：古树和建筑群的关系。麦尔逊对这对关

系的处理令人联想到数字技术对手工绘画的影响，但他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创作和图像探索的一种传统方法，而不

是关注其种种潜在的神话含义。《广亩城》的画幅比例和标准的宽荧幕一样，画面中粗糙的树枝无比苍翠，蜿蜒

包围着中间的矩形空间，空间四面都是香港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建筑群。这件作品在创作上颇具电影的画面感，也

使观众立刻感到似乎某个事件即将在画面上发生，它玩味的是空间纵深感，是在不同图像之间产生空间的层次。

绘画、摄影和电脑制图的特征在这件作品中被弱化；艺术家不是将它们并置在同一个平面上，而是对其不同的特

殊质感重新演绎。通过细腻的笔触和微妙的配色，艺术家创造了壮丽而富于层次的画面，将某些空间推入无尽的

深渊，而使另一些空间猛地跃于画布表面。 

麦尔逊同意，在作品创作和处理的过程中要重视玩味画面产生的变化，而不能一成不变地拘泥于画稿。他的

绘画并不是将图像素材简单地转译为绘画的线性过程。与此相反，随着创作的进行，作品的构成也处于持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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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在创作中对最初画稿的各个部分进行重画和重新排列，因此作品的最终面貌往往和初稿完全不同。艺术家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将每件作品——既在实践层面也在观念层面——视为至少数十个图层的组合。“图层”

这个术语容易使人想到Photoshop或其他制图软件，这毫不令人奇怪。作为画家，麦尔逊很早就开始积极试验这

种图像技术的可能性，在2001至2005年间借助Photoshop软件进行了大量创作。这几年间创作的作品常常带有漩

涡和涟漪的效果，因为艺术家预先用软件处理图像素材和草图，再将其绘制在画布上。2005年之后，为了和各种

图像处理软件的内建特效有所区别，麦尔逊开始尝试自己制作各种特效。他用手工的方式处理自己的画稿，其中

主要的方法是先将画稿打印出来，将打印的图像置于扫描仪上，在扫描的同时移动或旋转图像，这就获得一种类

似扫描故障的效果。他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获得这种行动带来的效果，而非通过数字技术来复制图像。在他的里程

碑作品《死亡诞生之前》（Before the Invention of Death，作于2009至2010年），各种都市元素被混合在一起，

初看上去毫无秩序，但当人眼像机器那样去观看时，或许就能够将图像的边界和线条和分辨出来，形象——尽管

和原初画稿有所不同——也就从而浮现出来。这是一种抽象的形式，它是数字摄影术和手工绘画互动产生的结果，

带来一种全新的图像，既不同于数字摄影，也不同于手工绘画。 

在麦尔逊的创作中，扫描仪的作用值得注意。艺术家先制作了大量图层，通过手工方式进行重新表现，然后

再通过扫描仪对这些图层进行扁平化处理。例如，在创作开始的时候，麦尔逊用Photoshop软件将数个图层组合

为一张图稿。这些图层包括挪用的照片和工作室中制作的数字图像。他将这张图稿打印并扫描后得到整体或局部

图像，并再次插入图稿中，以便用Photoshop软件进行下一步图层化处理。尽管当艺术家最后在布上绘画时，个

别图层并不会被采用，但在实际的绘画过程中，起作用的图层是由艺术家通过自己的绘画眼光挑选的，而非由设

计师绘图软件的工具盒决定。在最终作品中，两组不同的图层同时起作用。正是这两组“重叠”图像和技术带来

了这组作品中绘画作为一种当代艺术样式的生机。著名的新媒体理论家列夫• 马诺维奇（Lev Manovich）最近出

版了新作《软件决定一切》（Software Takes Command）。他或许会赞同麦尔逊的实践，将其视为软件研究新理论

的实际应用，并通过对每个图层的分析揭示艺术家如何在Photoshop软件的概念空间中建构他的绘画。但对麦尔

逊自己来说，他的艺术实践相当具有模糊性，一方面借鉴了工作室艺术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从电脑带来的创新的

可能性中获益。相较《广亩城》而言，《亚高山地》这件作品的画面比例——以及色彩搭配——更接近普通广播

电视的效果。它同样也突出树木的有机形式和建筑物的直线形式之间的对比，但同时也应用了艺术家的扫描仪创

作法，将色带围绕在树干周围，带来一种对比。尽管我们也可以对《亚高山地》进行详细分析，但赋予作品最终

力量的是发亮的白色和紫外线般的机理的对比带来的冲击，再一次带来强烈的升腾感，冲进上方的虚空。 

经过制作和重绘的过程，作品最终会超越创作的阶段，继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拥有自己的生命，开始自

在地呼吸。这就是作品完成的时刻，它最终获得绘画的身份。之后，它作为绘画作品在各种展览亮相，被购买和

出售，最终成为被收藏的对象。正是在此时，作品最终被拍照，以便网上流传。作品的照片将出现在不同的设备

和屏幕上，并被收录到各种出版物中。这或许是一个讽刺。上述流动和传播过程的加速发展，以及它对工作室艺

术创作的意义，是迈克尔• 桑切斯（Michael Sanchez）和吉恩• 麦克休（Gene McHugh）等人艺术批评的关注点。

尽管麦尔逊肯定意识到这些因素和自己作品的关系——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去掉的——但他决定在作品创作

阶段排除它们的影响（与之相反，桑切斯发现，很多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艺术家都倾向创作单色绘画或灰色质地绘

画）。麦尔逊更愿意直呈自己艺术实践的间接性：比如，作品始终具有一种模糊性，因为插入和并置到图稿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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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摄影和电子图像都被艺术家手工去除了。更明显的是他的色彩空间必须包含一组多样的色彩档案（包括从P

hotoshop软件输出的色彩档案）和灰调（扫描的图像被置于打印件和最初的画稿之上），并且这个色彩空间在作

品的整个制作过程中必须保持不变。“重叠”在这里又出现了，因为艺术家的绘画是一系列技术作用的结果，这

些技术包括工作室的喷墨打印和数码摄影，以及最终展览图录的胶版印刷——在胶版印刷展览图录时，传统上在

较色的时候主要参考作品原作的色彩，而不是参考作品使用的图片素材或作品创作过程中的照片。 

在今天，人们不再感到亟需对绘画展开批判讨论，而逐渐将兴趣转移到对数字技术领域——包括数字技术对

艺术创作和流通的影响——的研究中。在此背景下，麦尔逊为绘画的存在辩护，向我们揭示绘画在创作和材料方

面的价值，也使我们明白绘画并不是被提炼出来的一组符号和策略，而在当下的理论语境中符号和策略恰恰被视

为绘画的本质。通过坚持或保留某些工作室艺术创作的传统——更不用说选择绘画创作的母题时艺术家心中的具

体标准——艺术家能够将绘画的社会属性融入绘画媒介的观念进化中，证明绘画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意义不仅仅

在于对色彩、线条、肌理和材料的使用，也在于塑造这些艺术原则的影响，并围绕它们展开讨论。毫无疑问的是：

若希望绘画在当下关于媒介和图像的思考中发挥作用，我们就必须尊重其社会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