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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层次
文：缪子衿

艺术家创作方法的形成，总是伴随着偶然性。鞠婷最初在工作室碰巧发现了一块剩余的木板，随后每天漫无目的地在木板上
涂抹层层颜料。颜料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艺术家逐渐对表面以下产生的层次印象模糊。当鞠婷决定使用木刻刀刻开画面、
观察其内部结构时，她似乎瞬间找到某种能够持续推进的视觉语言。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能够辨识艺术家嵌入“珍珠”系列作品的若隐若现的层次。展览现场的观众在水平方向移动的过程中，更容易
感受到画面竖刻线条的色彩变化。光学节奏激活了原本平坦的二维空间，从而在画面创造运动。肌理为观看带来的互动关系并未
停留在表面，而是打开具有延展性的空间。“珍珠”系列隐约可见的横向分割层是由垂直方向往内部刻的并排线条产生的，鞠婷进
而希望画面空间能够向外部延伸，便将刻至一半的线条外翻并搭靠于表面。“+-”系列由此在作品中部构成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提
示正负空间之间的相互转化。

从“珍珠”系列、“+-”系列到“无题”系列，艺术家把系统的工作方式逐步开放给观者。受过多年版画专业训练的鞠婷，倾向于将实
验的肌理保留在下层，颜料一遍遍覆盖到最上层，表面依旧保持平整。艺术家选择从自己较为熟悉的水性材料特别是丙烯入手，进
行媒介研究。稀释的丙烯能够产生油水分离的状态。这意味着，如果相邻的颜料层没有紧密粘合，刻刀划过时它们可能已经自动裂
开。发生在“珍珠”系列与“+-”系列的分离现象让鞠婷意识到，每层颜料之间存在被完全打开的可能性。因此，她在“无题”系列
沿用水性材料、并令其油水分离的属性充分发挥，将几片“满屏”涂刷、晾干的颜料从所在木板整体剥离，穿插拼搭于另一块边框
面积略小的木板上。不论是贯穿于各个系列中创作材料的随机破裂，还是经过人力控制而在作品表面叠加的一条条翻开或整片撕
开的层次，都体现了艺术家在不经意间或主动展示给观众的工作进程。

让我们把注意力从作品的正面转移到侧面，艺术家在此为自己以及观众提供重访创作秩序的线索，如同便于查找关键词的索引。
鞠婷通常把木板平放在地上，四周溢出的颜料沿边缘垂直流动、凝固成形。暴露在外的色彩提醒艺术家之前的工作所遮盖的颜料
种类，画面的扁平性在侧面被拆分检索。类似地，鞠婷在创作的过程中会选择性地刻开作品局部，抽样检验其内在结构。她通过信
息的提取与测试获得控制力和偶然性之间的平衡。换言之，艺术家之手的在场让看似规律的构图偏离机械实施的整齐划一。涂抹
颜料的薄厚、是否均匀，刻出线条的宽窄、深浅，撕动某层颜料的力量大小、速度与方向……这些手工控制的因素在层次之间相互
作用，操作者时而故意破坏画面、制造肌理，时而欣然接受小差错(glitch)无意塑造的美学。

如果说刻刀在“珍珠”系列与“+-”系列中代替了画笔的角色，形成笔触；到了“无题”系列，画面所呈现的痕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艺术家
自身的行为(act)产生的。恰恰是一系列绘画动作的演变，将“珍珠”、“+-”、“无题”这三种实验的脉络交织在一起。乍一看，从“珍珠”系
列与“+-”系列发展到“无题”系列，鞠婷的创作似乎经历了某种跳跃性的阶段。相较而言，来自“珍珠”系列以及“+-”系列的作品大多带
有调和的灰色调的视觉效果，而“无题”系列在色彩上则显得纯度更高、节奏明快。事实上，每个系列的准备工作都包含颜料的平涂与
覆盖，艺术家选择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层层叠加的色彩。“珍珠”系列把原本种类丰富的颜色进行时空压缩，切割并抽取瞬间；“+-”系列
将悬置(pending)的状态固定在线条被刻开的中途；“无题”系列展现内部色彩结构的手法从线性的切割转向大面积的撕裂分离。当颜
料积累到一定厚度时，其可塑性(plasticity)有助于形成“+-”系列衍生的正负空间以及“无题”系列由多层合并产生的正反双面色彩。由
此可见，看似创作跨度较大的系列作品之间在观念与材料、技法层面始终保持着内在的延续性。

鞠婷的实践难以被简单归类为抽象绘画。她在早期的系列“聚集的大多数”中曾经刻过图案，但是从学生时代逐渐进入独立创作阶段
后，艺术家决定摒弃相对具体的形象。鞠婷试图将再现性的叙事或象征性的内容排除在自己的工作序列以外。然而，一层层的色彩
以及由手工或工具辅助施加在颜料上的力量视觉化了某种无法言说甚至并不直观的现实(reality)。换言之，形式探索在各个创作系
列之内以及三个系列之间生成细微差别与变奏，艺术语言的推进走向了系统的、时刻包含不确定性的物质现实（material reality）。
丙烯颜料本身流畅轻盈的特性为观者带来体验的即时感(immediacy)与视觉的亲近感(intimacy)；材料的物质性和艺术家的绘画行为
(act of painting)达成静止与动态之间的相互作用 。特别是以“无题”系列为例，整片颜料的覆盖、撕扯、折叠演示着破碎的暴力与垂坠
的重力。颜料叠加的准备工作令人联想到Photoshop创建一组图层的原理。图像处理软件的使用者点击鼠标便可轻松选择图层所要
填充的颜色、透明度、置换背景（最底层图像）与常规图层前后顺序等属性，并随时查看多个图层合并后的效果。不同于数字图像扁
平化的生产，鞠婷的创作方法让外力作用于每个“图层”，被切割、翻折、撕裂的画面呈现出延展性与雕塑感，似乎形式从图像的内部
有机生发。最终，艺术家的创作结构在时间、空间与观念上表现为力量的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