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父有主意!──谢南星 

 

我们儿时很多经典的童话故事都这样描述继父继母的性格特点：他们大都邪恶、狡猾，诡计多端，不断地

对心地善良的故事主人公实施暴行；他们还精通各种巫术，蓄意破坏所有英雄人物精心安排的计划。 

 

谢南星（1970 年出生于中国重庆）把童话故事的继父情节准确并轻松地运用到了自己的作品当中，他戏称

自己扮演的就是童话里继父的角色，带着观者走进他的心理游戏，这个游戏始于他为自己在麦勒画廊北京

－卢森举办的个展而命名的展览“继父有主意!”这个题目让人联想到一段从某个故事里突兀截取的主要片

段，这也正是谢南星想通过这种图像媒介引诱观者去产生联想的手段。在他较早直至 2008 年创作的油画作

品当中，谢南星采用其独特的、不断创新以及娴熟的绘画技巧，把光线和阴影迷人地交织在一起，将观者

带入一种梦幻般的景象中，让人在视觉上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激发起观者的好奇心、内心深处的记

忆、情感和对下意识里最黑暗角落的察觉。 

 

展览“继父有主意!”将展示两组新近系列作品，每个系列各包括三幅油画，收录了谢南星从 2009 年到

2010 年初的所有创作。虽然谢南星的概念性主旋律 – 性和心理学 – 在他近期的 6幅作品当中仍然可以明

显地体现出来，但是《我们》（2009）和无题（2009-2010）这两个系列作品不但彼此在内容和风格上迥

然不同，而且更明显地体现了谢南星在艺术研究上更进一步的实验性转变。自 2008 年艺术家在他的三件蓝

色系列名为《第一顿鞭子》（又名《浪》）作品中对佛洛伊德“口误”理论在绘画上进行了演绎以来，现

在谢南星则更加公开地处理着绘画和文字这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语言之间的关系。 

 

在《第一顿鞭子》（No.1，2，3）2008 中，那些逐渐映入观者眼帘、一开始看上去单调和介乎抽象或卡

通风格的轮廓，最终却变成了一个沉浸在梦幻般、流动的三维氛围中的寓意性主题。这三幅画需要观者经

过长时间的观察才能慢慢地分辨出它们之间深入的叙述性关联，否则每一幅作品看上去都好像与这个同出

一辙、深不可测的故事无任何关系。2008 年，在达到了平衡抽象和表现的艺术风格的顶峰后，为使观者进

入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主题状态之中，谢南星在次年新系列的创作技巧上颠覆了他以前的作品。公开提及

近代艺术史，在这个新的寓意系列中，谢南星重新诠释并再现了弗朗西斯·毕卡比亚（巴黎，1879-1953）

的三幅较不知名的作品，分析了这位不受尊敬、被人议论的艺术家在生活和事业上涉及到的社会、艺术、

政治和隐私等方面的问题。作品名称《我们》表现了谢南星认识到的在那种永不停息的艺术实践和作品感

官范围上和这个法国/西班牙大师的密切关系。谢南星采用较大尺寸和黑白手法复制的三幅作品是

《Femmes au Bull-Dog》（1940-1942）、《Deux Femmes au Pavot》（1942）和《Nu》（1942），

这些最初都是艳俗的现实主义裸体画，素材来源于性感美女挂画、明信片、带插图的低俗小说和色情书

籍，它们都是毕卡比亚在脱离了前卫主流风格绘画时创作完成的。谢南星用黑白两色对这些作品进行重新

创作的决定缘于其强调毕卡比亚时代评论家在定义上的分歧。当毕卡比亚绘画作品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有

一小部分评论家积极地评论说，这些作品的目的是强烈讽刺和抨击那些与著名裸体画家（如安格尔）的作

品当中的古典美学概念相对立的当代大量艳俗作品。但大多数的专家给这些绘画贴上纯商业化的标签，认

为它们缺少真正的艺术价值。像是对毕卡比亚的一个示意，谢南星用来直接解释这些属于《我们》系列作

品的唯一书面说明是用毕卡比亚这个中文音译诙谐组成的签名。 

 

书面语言的使用在最新的系列作品无题（No.1，2，3）2009-2010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这些作品当

中，谢南星进行了极度的简化处理，图画变成了基本线条，人物身份和情景描述，包括触觉、视觉和嗅觉

都是通过书写的一些暗示来完成，这些暗示就是那些留在画布上、作为去破解神秘事物而提供线索的中文

文字。画家对童话《白雪公主》的带有个人强烈的有关性和讽刺的暗示和逐增的暴力的重新诠释在无题

（No. 3）中达到了顶峰，画面提示了一个发生在放荡或者看似有乱伦关系的家庭中的集体强奸场面。在无

题（No. 1）220 x 385 cm 和无题（No. 3）220 x 385 cm 中，作品的确能让人想起警察为重现一个谋杀现

场所画的犯罪情景示意图，受害人──白雪公主──躺在中间，被 7 个小矮人包围着。除了结构以外，谢

南星在无题（No. 1）和无题（No. 3）中仍用了他那独特的绘画技巧，中文汉字不是被写出来的，而是做

为绘画作品的一部分被画了出来，所以看起来模糊不清。同其他两幅作品不一样，无题（No. 2）220 x 

325 cm 在尺寸上稍微小一些，并使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设计和绘画。这不仅是因为画家想让观者

运用其他的方式来发现图像，还由于文字功能同这个系列的其他作品不一样。当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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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最初看到谢南星的个性注解是用木炭笔草草书写在作品的边缘处，作品中间部分的抽象色渍，还有一些

围绕在最终被挪去的中间这张较小的画面边缘外，用漫画形式表现出来的部分肢体画面。 

 

为了想象出谢南星最初绘画的作品，观者被强迫地去分析仅能看得见的几个比喻性痕迹，通过这些痕迹，

这个有名的故事又重新回到了观者的脑海中──白雪公主头上的蝴蝶结和小矮人的帽子──并将观者的视

线慢慢地随着图画移向作品中心。这个能重现我们儿时记忆中著名童话形象的作品想告诉我们的是那些画

家似乎为自己记录的指令，比如，“注意手的姿势”、“睾丸”、“被动的”，或是“养女与第二次冒

险”等熟知的谢南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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