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11 ART FOUNDATION 

2015 年“影像馆”艺术季推出艺术家双个展 
 

 

陈维：在浪里 

 

程然：音乐还在响，乐队不见了 
 

 

 

(2015 年 2 月 12 日即时发布)  作为 chi K11 美术馆 2015 年的首个艺术项目，K11 ART FOUNDATION 将

联合 LEO XU PROJECTS，同期呈现两位艺术家的个展，《陈维：在浪里》与《程然：音乐还在响，乐队不见

了》，以双个展的形式揭开 2015 年 K11 购物艺术中心以“影像馆”为主题的新一轮艺术季。 

陈维与程然是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中极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均在世界诸多美术馆、双年展中频繁亮相。本

次双个展将是两位年轻艺术家近阶段创作完整的一次亮相，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能解中国新生代创作者，

在其艺术语言中对影像、空间、表演等媒介所做的革新和实验。程然更是为本次展览创作了全新的作品《昼夜

星辰》，并在本次展览开幕的当日（2015 年 3 月 17 日 18 点）带来了一场结合音乐、空间、剧场各方面的表演。 

本次双个展从 2015 年 3 月 16 日延续至 5 月 31 日，展览期间期间，K11 亦将组织一系列以艺术家的演讲

互动讨论等形式的活动。展览从 2015 年 3 月 16 日 延续至 5 月 31 日。 
 

 

 

陈维：在浪里 
 

陈维，1980 年生于浙江，现生活、工作于北京。陈维的作品因其电影化的摆布和手工造景的语言而广为人知。

这些观念化的摆拍作品消弭了现实与影视、风景与梦境的边界。其近期的作品在延续其代表性的观念摆拍的同

时，简化了图像的信息、剧情与叙事，而更多地着重于对个体情感与感知细微精准的洞察。本次 K11 的展览将

酒吧舞池作为一个特殊的场域，从空间与人物两条线索展开，细化并描摹了本地青年藉由流行文化获得自我的

释放与体验。另一方面，陈维重新想象并再造了理想形态下的酒吧与舞池，这些大尺幅的彩色摄影细节饱满，

细致入微地检索了这一特殊建筑空间的文化表征；在这些人物缺失的建筑摄影的之外，艺术家创作了一批青年

肖像——他们在迷离的光影和含混的舞台布景中展现了介于酒吧舞蹈与现代舞之间的行为表演。“这组作品的创

作初衷是捕捉年轻人生活中‘出神’的瞬间。这种难以言状的精神状态不仅存在于俱乐部文化给与青年的片刻沉

醉、迷失，更可以推及到广泛的当代文化活动与消费中。这如同社会气候与不断更新的青年文化两者摩擦中产

生的‘忘我’。”陈维自述道。 

 

流行（音乐）文化，自 1980 年代以来就为大陆青年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提供了直观的灵感与素材，以及接触国

际最新文化产品的二手渠道。陈维这组以俱乐部文化、酒吧和音乐为出发点的作品，在剥开青年内在的感观世

界的同时，亦是从剖面感性地回溯了本土流行文化中青年群体生活方式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在幽暗的展厅空间

里铺陈开去的硕大灯箱摄影是这一代人的集体群像。“……音乐和氛围带领着这些跳舞的人，当他们搜寻着自己

的梦。但最终，酒吧俱乐部把众人同一化。你不能背离群体。”陈维在《卫报》在采访中如此描述他这批群像中

的《在浪中》（2013）系列。而陈维为本次个展订制的两件装置，亦是其鲜见的大体量的现场作品。K11 的展

厅届时将被置换成似真似幻的酒吧、舞池内景。原本灯影晃动、觥筹交错的舞池现场被剧场一般修饰、放大，

变成了文学作品陈词滥调下的青年文化“胜地”。 

 

近年，陈维的作品在国际诸多美术馆、双年展中频繁展出，例如，《表演与想象：中国摄影 1911—2014》（挪

威斯塔万格美术馆，挪威斯塔万格，2014）、《我的一代：年轻中国艺术家》（美国坦帕美术馆，美国佛罗里

达州坦帕，2014）、《中华廿八人》（鲁贝尔家族当代艺术基金会，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2013）、《漠然



 

 

之索》（横滨创造都市中心，日本横滨，2011）、《意派——世纪思维:当代艺术展》（今日美术馆，中国北京，

2009）、广州摄影双年展（广东美术馆，中国广州，2009）、《调解——波兹南双年展》（波兰波兹南，2008）

等。2011 年，陈维获得了首届亚太区摄影奖。2014 年，他入围了英国保诚当代艺术奖。 

 

 

 

 

程然：音乐还在响，乐队不见了 
 

《音乐还在响，乐队不见了》，顾名思义，回溯了艺术家自 2010 年以来，以音乐和表演为主题或素材的录像

与装置。展览将包括近七部录像作品、三件体量迥异的装置，以及近期创作的小说与唱片。此外，展览还将呈

现艺术家为 k11 美术馆空间创作的一件现场装置与一部现场的表演。这些互文或相互呼应、回响的作品将清晰

地描绘程然近期跨录像、装置、表演多个领域的创作方式——这种方式打破了传统认识中对录像的视觉表现和

叙事方式的固有模式，回应了青年一代对新时代下的科技、媒体和传播方式的应用、借鉴。 

 

创作于五年前的标题作品，以复古的电子乐作为主线，记录一出夜幕中几近无人的城市图卷。这也暗示了在接

下来的多部作品中，程然将音乐抑或是乐器作为了录像的主体，拍摄了排练房里时而真实时而超越现实的瞬间，

例如，《口香糖纸》中无数口香糖纸团随着鼓面的震颤滚动徘徊，如同攒动的人头，又形似宇宙的星群；而同

年的《日蚀》则展示了更迷幻的景象，视线随狡黠的镜头切换，从朦胧的日蚀跌落笃定地鼓手排练现场。作为

今天中国录像艺术中视觉语言独特的创作者，对素材个性化的处理成了程然标识性的特点。《物各有时》几乎

以静桢图像的凝视和扫描中展开，而其在柏林地铁里记录着流浪萨克斯乐手现场演出的录音则成了录像的主

角。 

 

音乐不仅赋予了程然的录像作品以叙事和情节，甚至音乐的媒介——乐器和乐手们——亦在他的装置和现场作

品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鹰与鹿》中艺术家将羽毛笔与古旧的乐器重新设计合成了一件具有古典设计和

雕塑美感且自动发声的音乐装置。曾首展于阿姆斯特丹的大型装置，则以粉碎的钢琴骨架构筑起了弗里德里希

的名作《冰海》中冰山的碎片与残骸。这件沉默冷峻的钢琴雕塑亦是对程然收集的贝多芬奏鸣曲辑的唱片封面

的挪用，这种“绘画—雕塑—声音”之间的同感被程然打通，无形的音乐得以视觉物化。 

 

本次展览一同展出的录像装置作品《信》，是整个 2014 年在国际范围内备受好评的作品，亦是其在上海首映。

这部将情欲饱满、措辞诡异的垃圾邮件转译成多频录像装置的作品由著名演员刘嘉玲出演，她告白式的演绎，

在不同空间、场所中穿行的舞蹈，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科幻未来派的体貌，让《信》成为了一部介于未来乌托邦

电影与浪漫剧场表演之间的作品。作品《信》曾首展于 2014 年深圳 OCAT 当代艺术中心，后在贝浩登画廊（香

港）以及巴黎东京宫美术馆中以不同的形态展出。 

 

除了为展览特别创作的装置与录像作品之外，本次展览开幕当日，程然亦将与北京实验声音组合“苏维埃波普”

合作一场题为《THE XXX》现场表演。届时，程然将以鼓手的身份参与演出，探索个体经验与身体实践之间的

关系。 

 

程然，1981 年生于内蒙古，毕业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迄今为止，程然的作品在国内外广泛展出，譬如，《Inside 

China》（东京宫，法国巴黎，2014）、《迷途：时间·空间·织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中国上海，2014）、

第八届深圳雕塑双年展《我们从未参与》（OCAT 当代艺术中心，中国深圳，2014）、《现在你见到了：来自

Michael I. Jacobs 收藏的中国录像艺术》（纽约白盒子艺术中心，美国纽约，2014）、《“ON|OFF：中国年轻艺

术家的观念与实践》（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中国北京， 2013）、《180 度透视——国家进行时：中国新影像

艺术》（美国休斯顿当代美术馆与亚洲协会，美国休斯顿， 2013）、慕尼黑的 Kino der Kunst 电影节（德国慕

尼黑，2013）、第 26 届欧洲媒体艺术节（德国奥斯纳布吕克，2013）、《录像艺术在中国——MADATAC》

（马德里索菲亚女王美术馆， 西班牙马德里，2011）、《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之——中国影像艺术》（上海

民生现代美术馆，中国上海， 2011）等。程然 2013 年获得了全球知名的 Absolut 艺术奖提名，2014 年入围“OCAT

－皮埃尔·于贝尔奖”。2011 年他获得了《燃点》杂志的最佳录像艺术家奖。 

 

 

 

 

 



 

 

Cinematheque影像馆  

时间：2015年3月16日 – 5月31日  

地点：上海淮海中路300号K11购物艺术中心B3层chi K11美术馆 

主办机构：K11 ART FOUNDATION 

特别鸣谢：LEO XU PROJECTS 
 

 

-完 - 
 

关于K11 Art Foundation 

郑志刚先生 (Adrian Cheng)于2010年创立K11 Art Foundation。K11 Art Foundation是一个旨在推

动中国当代艺术运动发展的非牟利机构，为大中华地区新晋艺术家提供一个具创意的培育平

台，并将他们的作品带到国际舞台和广大群众面前。K11 Art Foundation着手促成多个具创意

及跨区域的合作项目，向亚洲以至全球介绍中国的优秀人才，以及展示他们的潜能。通过研

究、行动和伙伴关系，以及汇聚各界对艺术的热爱和能量，K11 Art Foundation为大众提供了

多样化的活动和展览，以教育和提升社会对艺术和文化的鉴赏能力。在武汉的K11艺术村（艺

术家驻村计划）更提供了空间和平台，让许多年轻艺术家创作和展示他们的作品。 
 
 
 

如欲索取更多信息，请联络:  

 

K11 

Ms. Suki Ma 

Tel.:+86 2310 3031 

Email: sukima@k11.com 

 

Ms. Cynthia Jiang  

Tel.: +86 2310 3123 

Email: cynthiajiang@k11.com 
 
 

 

 

 

 

 

 

 

 

 

 

 

 

 

 

 

 

 



 

 

 
陈维，《入口》，150×187cm，灯箱，2013 

 

 

 

 

 

 

 

 

 

 

 

 

 

 

 

 

 

 

 

 

 

 

 

 

 



 

 

 
陈维，《在浪里 1》，150×187cm，灯箱，2013 

 

 

 

 

 

 

 

 

 

 

 

 

 

 

 

 

 

 

 

 

 

 

 

 

 



 

 

 

 

 
程然，《信》，二二十五频道录像及灯箱装置，6 分 26 秒，2014 

 

 

 

 

 

 

 

 

 

 

 

 

 

 

 

 

 

 

 

 

 

 

 

 

 

 

 

 

 

 

 

 

 

 

 

 

 

 

 

 



 

 

 

 

 
程然，《电话亭情事》，装置，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