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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婷：洋葱皮 
凯伦.史密斯

乍一看, 在鞠婷的“绘画”作品中，是画布表层上那些并列横陈的明亮色面在人眼前创造出了魔力；但事实上，是作品中色调、形式与
肌理的总体结合让它们更为有趣，并令人久难忘怀，即便目光已然移开。自2016年以来，色面连续的被铺陈，或更精确地说，覆盖，
每一层如若厚塑料般的油层，铺满我们熟悉的长方形画框，产生出氛围非凡地视觉混合曲。每一层横陈于另一层之上，在建议下，应
首先将其读作简单的扁平色块，它们令人想起设计师“情绪版”上那些织物的样本和某些寻得的碎片材料，从中，灵感得以炼金术般
发酵、成型。

鞠婷的作品是新颖且富有激情的，也予人以启示；然而, 有趣的是, 尽管情绪因素是观众观看其完成作品的中心角色，但这
并非是她面对这些作品的尾声。她更专注于将挖掘艺术的基本语言视为一种身体力行的用基本材料工作，这一过程如同一种字面意
义上考古发现。这种对材料亲力亲为的方式，其本质源于二十世纪对形式主义的关注——显然并不新颖——但在中国现今的艺术
语境中则极为有趣。特别是在面对崭新的二十一世纪艺术语境中的千禧一代。这是新媒体、后网络的一代，对待艺术的态度，特别
在中国，在“产品”与奇观因素之间徘徊（除此之外，今天的艺术家还能靠什么生存下去获取注意力？）眼下也是图像主宰一切的时
代，而大部分图像是由智能手机等技术推动的社交媒体所创造、传播并浏览的，这在中国尤甚。那么，艺术家该如果生产绘画、图像
平面、图画表达呢？如何去处理其所创造出作品的物质特性，在当下观看的即时效果会被无处不在屏幕断然磨平？鞠婷的作品，既
在迎合，也在反驳这一现象。它们可能向观众展示色彩，并且为了方便智能屏幕观看，给与一些那些可以被更小屏幕所能捕捉到的色
彩感觉；但在那之外，关于作品的物质或创作的过程，却很少能在那个尺度上被揭示。因此，更好的情况是，站在一件作品面前，去
惊叹其结构的简单与大胆，以及其对我们视觉、触觉以及智力、好奇心的影响程度。

再多说一句，鞠婷并不完全是个画家。她的作品也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绘画。“通常”本身，在今天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
的概念——但这类作品，使用颜料，并在二维平面上创作，即便它在质疑，或解构其创作过程，乍一看，似乎与绘画的行为一致。鞠
婷的平行系列“珍珠| +-”、以及“无题”，有一种清晰的雕塑性的形式与肌理感觉；因此，同样的与半浮雕亲近。这一原因也许有一个简
单的来源：鞠婷的创作开始于版画。她曾在位于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学习，师从国内最为有趣的版画、绘画艺术家之一，谭
平。良好的受教于学院传统之中，鞠婷也被谭平鼓励要遵从自我思考——谭平自己早就这么做了。

2013年她毕业之际，在中国处于一个艺术家终于能够决定“艺术可以是任何一切”的时代，她便开始扮演独立艺术家的角
色。作为一个学生，她已经倾向于绘画，但从一开始就便远离其传统表达。她的实验开始于以印刷工具和技术，去操纵图像和熟悉
的图案；她不去雕刻铜板或版木，而是去在一个已经准备好的，平涂好厚重涂料层的画布上进行雕刻——出于必要的原因，画布很
快就由木板所替代。她以一个雕刻家的机巧和精确性工作：她切割开颜料层，将细弦从其表面上拎起，剥离开其中的一部分，从而
显露出下一层的内容，并将其继续放置于颜料表曾未切割的那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她抵达到一系列完全图案化的浮雕，将之总体
冠名为“珍珠| + -”。随着语言的发展，当鞠婷已经对被既定性的描述为抽象的视觉习语更为舒适时，她意识到前进的方向应该是永
久的从油画颜料转向丙烯。其质地的可塑性，让她能够一次性的切割开多层颜料。也因此，“无题”系列找到了它的形式。
 表面看来，“无题”作品保留着油画颜料的浓郁色彩——有时，其最外层光亮润泽的如同那种上过亮光漆的名作。一个很
好的例子是“无题12817”（2017），它同时也是一件醒目的冷色调混合作品。在这里，明亮的冷蓝色，粉色以及黄色罩在薄薄一层棕
黑色下。它具有着黑巧克力的所有品质，特别是那种苦涩甜蜜的光泽。
 通常，这些图层是通过在木板上无数次的平涂单一色调的丙烯颜料而实现的；现在她使用更大的木板，需要铺在地面上
来完成。方式则经常是用制作版画需要的刮刀作为笔刷，或调色板刀，来铺陈颜料，然后等待它们干燥——将将够干就可以，不能
等它彻底的变硬。然后，就可以对其进行剥离，或与很多其他图层进行结合，成为一个新的组合。这种生产韵感的积累过程令人着
迷。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非常有这个时代特性的——将怀旧（鞠婷喜欢象征过去的颜色）与当代的机械构成明晰结合在一起。这
些组合散发出的情绪，可能是微妙的，但又有明显的差异。其中的差别表现为被安排好并列的各种颜色组合在一起产生的或大，或
小的情绪。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无题061316”（2016），一个由蓝色、绿色，棕色，青色，鸭蛋色，灰海豹色构成的组合曲。另一个不
同的例子是“无题110717”（2017）用一层烟绿色——同酸黄色一样，是鞠婷喜好且重复使用的色调——和黯淡轻微过度的橙色，再
与变质般的叶绿素绿色——如同那种被割了两天的杂草——混合。
 既然与艺术的相遇往往会促使我们将个人经历投射到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上，很有可能我们的情感状态会笼罩在我们对
一件作品的第一印象上。鉴于作品中那些动态感觉的感性能量，人们可能会怀疑，是否还会有其他的第一反应？然而，的确有。人们
无法忽略掉那种肌理——仿佛奶油与硅胶的结合。丙烯是有密度的，当以这种方式使用时，它会积聚起相当大的重量。随着层的不
断叠加，它们几乎看上去太重了，以至于无法承受自身的重量。面对这种多层，鞠婷将她于OCCT西安的首次机构展命名为“剥洋葱”
。这种描述令人回味。洋葱的外皮从不是完全完整的，剥皮时它是非常容易被破坏的。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当鞠婷移除作品表
层的过程中。面对这种不完美的境况，反而令她去鼓励自身，来处理意外过程。她如今学会了将其巧妙的融入进作品的表面肌理，
成为某种她审美的功能性元素。这令她增加了作品图像表面的厚度，同时保留有一种光亮度，令光线得以从表层中穿过——即便每
一层已积聚出远远超过它们应有的厚度和重量。
 最终的效果非同寻常。这种令人困扰的表面，在作品中变得与其感觉一样引人瞩目,特别是对那些懂得日常生活中“困扰”
的人来说。在很多层面，困扰、忧虑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人们可能会立即想到心理学上的“焦虑”，一种对当下世界上任何意
义的存在与运作的长期忧虑。它也以我们为自身提供现实消遣的方式存在：为了抵消那种为生活在一个被越来越多的流水线般、高
科技的，以及凡事力求完美（这加深我们的焦虑，因为我们要经历无法达到自身期望的挫败感）的世界中自我赋予的压力。这也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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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设计自身生活的方式。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甚至时装也在利用朋克的反时尚态度。随着破旧别致的室内装潢策略成为
课程标准，粗犷的工业空间也成了时尚必备。当技术媒体圈子的影响扩大到年轻的后网络时代精明、富有创造性和创新的一代时，
几乎在任何时间、地点，服装也变得批发似的休闲。布料被撕裂，穿孔，并开出一个难以预料的高价——有人可能会说，鞠婷的艺术
跟随着川久保玲这类设计师的步伐。川久保玲的作品通过使用褶皱，磨损边缘，去进行解构布料的形状，并重置人体的形态。
 同时，艺术也变得更为随意。不仅在装置、挪用以及执行的工艺上，也在其对外界影响，以及如何被陈列、展示的拥抱上。
我们习惯于日常生活中那些不完美的事物被优雅的呈现——常常特别是在艺术中——我们为之感到兴奋，因为它暗示着一种对日
益平庸、普遍的全球存在的尖锐挑战。对于任何在所有事情上都按照严格秩序和完善制度生活的人来说，“无题”作品中可见的破
损、脆弱，以及可确定的日后更进一步的瓦解，都会对一些藏家或策展人产生影响，也许令其扫兴。然而，对那些欣赏艺术家实践及
创作过程中“破损”意义的人来说，鞠婷的作品将会是非常有趣，唤起情感，甚至令人平静的。它们在挑战你去克制住试图去触摸那
些损坏部分的手指；一种如同手指划过躯体伤痕般产生的惊悸。作为一个相对年轻艺术家的新起点，这些结构呈现出在今日中国的
艺术语境中，一个对空间语言令人激动的探索。

鞠婷于1983年生于中国山东省。她于2007年毕业于版画专业本科，2013年同专业研究生毕业。她现今工作、生活于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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