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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蓉蓉

1982年出生于宁波，目前

生 活 工作 于上 海。分 别 在

西南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

获得了中国画专业的学士

学 位、硕 士 学 位 后，她 在

2008年至2010年间求学于

荷兰的 Frank Mohr 学院的 

绘画专业，获硕士学位。 在

她目前的实践中，毕蓉蓉的

作 品以 架 上 绘 画、壁 画 和

场域特定的装置为表现方

式。她的绘画作品常常以写

生入手，来记录她对大自然

的解读。作为一位跨越绘画

和装置等多个领域的年轻

艺术家，毕蓉蓉近年来以简

洁而准确的形式获得了广

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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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光、易碎”，这是毕蓉蓉对玻

璃最直白的印象和感受，“透明感让玻璃看

起来很轻盈。”熟悉毕蓉蓉艺术风格的观众

都知道，她的作品与绘画都有密不可分的关

系或以此为源头，色彩强烈丰富，非常抓人

眼球。当看到了2016年“退火”项目的成果

后，毕蓉蓉希望可以在上海玻璃博物馆专业

团队的帮助下进一步探求作品与场域之间的

关系。这种探索要求艺术家去尝试绘画之外

的媒介，以将她理解的线条、形状、色彩、

结构延伸到空间中去。“玻璃和当代艺术，

完全可以互相利用，互相融合跨界，跨媒

介很有意思。”从形状到色彩、从光影到透

视，玻璃似乎就是为毕蓉蓉量身定制的一种

材料，一个在表现中能实现与绘画完全不同

维度的媒介，这能使她打开新的视角去诠释

这种对象物间、结构间的关系。

作为国画专业出身后转向当代艺术的毕

蓉蓉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同于一般当代艺术家

的视角。如同《芥子园画谱》所提供的各种

用于研习国画技法、可被模仿、重复、组合

的图示，她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也思考和制

作一套非常个体性的模块体系。如果说《芥

子园画谱》是一种基于文人画正统大叙述的

经典标准件手册的话，毕蓉蓉的模块就完全

非常自我和隐秘，它们逐渐在画面的背后生

成一种可以互相引用的典故系统。每一个图

示或纹样都来自于一段她个人的经历，是一

段回忆的烙印，每一个作品都是从无数个这

样的模块中提炼而构建。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毕蓉蓉曾说：“学习国画的人习惯在行

游中勾勒片段式的勾勒所见所感，画面渐渐

地从眼前的一棵植物一块山石延伸开去，

这其中可以发生非常多的故事。国画的叙事

方式是非常浪漫的。”可能是这种观察方

式，使艺术家本人对掠过眼前的一些景物变

得敏感，并且企图去编织它们之间的一些关

走你走过的路，看你看遍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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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她喜欢旅行，因为在旅途中可以不断

将这种时间性和地域性打破，使它们在她个

人的时间轴上交织。“在近两三年的旅途

中，我收集了一些城市中的街头海报、涂

鸦、建筑物上、博物馆里古代珍品上等等各

种地方的纹样。”在此次2017年“退火”项

目中，她选择了“浪”作为创造基础灵感与

素材。而此次“浪”元素的收集最早来源就

是她在博物馆所看到的一件来自两千八百多

年前古希腊小陶罐上一处并不那么起眼的纹

样。随着旅行的展开，越来越多“浪”的纹

样进入毕蓉蓉的素材口袋，从四千年前亚述

帝国螺旋纹样立柱到十七世纪清代宫廷龙袍

江崖海水纹，甚至她在意大利驻留期间对驻

地附近湖面日复一日的记录。“因为我觉得

这些图案纹样很有意思，它们将古代与今天

相连接，将不同的地域相连接，随着收集，

我发现它们隔着时间与空间，有着不可思议

的差异性与相似性。我将它们拍摄下来，成

为档案，再抽离，提取，重构。”

如何将素材本上色彩缤纷的平面图样转

变为展场空间中的三维作品？对这位从来没

有深入接触过玻璃材料的她来说，从一开始

就需要“从头”了解玻璃。“（玻璃）真得

非常的重，并且制作过程也是被充斥了无穷

力量！”这位活力满满的年轻艺术家也是一

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什么都想碰一碰摸一

摸，可以称之为非典型“问题少女”。“最

困难的就是出方案时，我对玻璃的性能和工

艺不了解，造成了许多的困扰。”但毕蓉蓉

从未放弃追问，玻璃的特性如何？这个形状

怎么做的？那个颜色能做出来吗？概念中玻

璃的可塑性常常会因为工艺的难度和制作的

成本而遇到阻力，她也会从中了解到更多玻

璃作为材料的特性，包括玻璃的重量、透光

性、可塑性，这些原本模糊的概念，随着项

目方案的深入而明晰。逐渐地，从一开始的

迷茫，不知从哪里开始下手，毕蓉蓉开始

进入状态，最初的方案也在不断的了解中 

成型。

从前往后超过九个版本的修改，你会发

现作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展现艺术

家对于玻璃一种从无到有不断认知的过程。

这件关于“浪”的作品可以说就是一个标志

性的案例，从一开始近三米高巨大的平面双

浪，先从枚红色变成了透明的巨浪，而后形

成了与金属相结合的单片巨浪，转而将其缩

小成了五十厘米高，但一跃又从平面转变成

了立体的浪花。“我希望通过在表现线条、

块面、形状、色彩、结构、空间等语言中传

递我对物与物、结构与结构之间、我们所居

住的空间与环境的理解。”对于素材的收集

和旅行中的见闻是艺术家本人与生活环境的

勾连，这种密切，自我的关系首先被转化为

绘画。在此次“退火”项目中，这些元素又

被置于具体的展场空间。通过光线、结构与

视频、声音，艺术家又让这些看似松散的元

素与元素之间产生关系，密不可分。而对于

观者而言，最大高达三米的作品可供通行，

又可以近距离地去观看感受这些元素。从仅

属于自我体悟的个体经验，到变为平面绘画

作品的观看，让观者与画作发生关系，再到

或立体或大型作品与场域发生的联系，甚至

与观者之间的磁场作用。

这样的不断变化过程是有迹可循的。去

年的三月，毕蓉蓉在Vanguard画廊做了一

个名为“穹顶”的个展，其中的绘画、装

置、动画都以她采集的素材为基础。题目取

自她采集的其中一个来自美术馆穹顶的纹

样，由于这种建筑结构有着特殊的构架与复

兴的意义，因此这个词背后隐藏着的意义已

经超越了这个图像、结构本身。她试图借用

这个词去帮助自己重新构建一个自我认知，

并且在接下来的展览中，不停地去完善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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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顶二》展览现场

我的新想法往往在
创作或制作过程中
产生，在接下来实
施过程中，一定会
有新的想法产生，
尤其是其中可能产
生的一些遗憾，也
会是我下一次创作
的很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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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这个构建过程。从隐秘到公开，毕蓉蓉

的作品维度再不断扩大和提升，带领观众以

放大而强有力的方式重新审视这些个人经历

所得，进入她所编织的奇幻世界，聆听属于

她的旅途故事，“至于作品与观众的联系和

反应，要看现场，我也非常好奇。”

玻璃材质的运用也让毕蓉蓉感慨到这与

在工作室里自己画画不一样，要考量更多的

因素和影响，“这次的表达方式由于媒介、

空间的转换则会产生不少新的尝试，如玻璃

与金属铁的结合，作品体量的增大，这都会

让我自己对之前的作品理解发出一些新的提

问”。作为本年度参与“退火”项目的女性

艺术家，你能在她身上看到的是从不满足于

过去，努力尝试新鲜的活力。这位看起来

个子小小却能量大大的女性艺术家从未停止

对自己的挑战，“我的新想法往往在创作或

制作过程中产生，在接下来实施过程中，一

定会有新的想法产生，尤其是其中可能产生

的一些遗憾，也会是我下一次创作的很大动

力。”

玻璃的“浪”也许本身就是一部演变的

简史，自人类从蛮荒中得到这个原始自然素

材后逐渐发展变化，在世界的不同时间或空

间维度中的“浪”最终进入毕蓉蓉的当代化

的思考和表达之中。此时，“浪”本身似乎

已经不再重要，而其中的构建关系已在过程

中得以生成，如果说上一次的个展“穹顶”

是这个构建的开始，那么这次展览是对之前

构建的延续。这一次次的变化，又何尝不是

一种不断加入自己理解和灵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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