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特邀导览从前言墙开始，彼得·逸利首先让观众将目光投放于主展馆外，大厅走廊的最深处。

《游移以邀光 一遍 两遍 三遍》是劳伦斯·韦纳在 2007年 UCCA开馆之际受邀创作的作品。导

览选择从这一作品开始，意在展示劳伦斯·韦纳不仅仅将其作品视作诗意的语言，而是将作品置

于空间的纬度进行解释。所以，他的作品并不只是文字层面的工作，而是像雕塑一般跟空间产生

着关系。彼得·逸利指出，正如我们平时转移重物的体验一样，当我们把一种语言从一个地方位

移到另一个地方时，需要做很多思考。



“劳伦斯·韦纳：追求幸福 越快越好”展览现场图，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24。

图片由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孙诗。

UCCA以一个艺术机构的视角，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展览将其他国家、其他地方的语言带到中国，

也把中国的语言传递给世界。彼得·逸利说，每当策划一个展览时，都需要考虑到本地的语境能

对艺术家作品产生怎么样的补充，劳伦斯·韦纳的展览也并不例外。尤其是劳伦斯·韦纳有相当一

部分是语言文字的作品，还需要考虑语言的翻译问题。当劳伦斯·韦纳的作品用另一种语言展出

的时候，都需要尽量让其作品中原来的，以及细枝末节的意思能够被表达出来。在今天的导览中，

可以感受到空间和语言两种元素在劳伦斯·韦纳的作品里以一种超越时空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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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逸利介绍道，在劳伦斯的作品中，描述情境和关系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他的语言哪怕从

英文原本的语境来解读也会让人觉得抽象。《从此处带回来处 再去往另一处 以仅能代表来处的

方式使用》就很好地展现了当艺术作品离开它产生的地方，到另一个国家，另一种语境的时候面

临的挑战。同时，彼得·逸利也说道，劳伦斯·韦纳在创作时，一直希望他的作品能够被他的观众

使用。这里所谓的“使用”，是指观众可以以某种方式实现这些作品，而不仅仅停留在文字的层面。

所以在劳伦斯·韦纳的创作中，具体的材料，或是物理的关系是可以在美术馆中被塑造出来的。

此次展览中 20%的作品以某种方式被实现，而并不仅仅停留在文字和语言层面。《瓦摞砂浆摞瓦》

便是这种理念的体现，这件作品以一层一层的砖墙叠起来为表现形式，看起来非常简单。事实上，

这也是劳伦斯·韦纳对当代艺术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他的理念中，艺术作品是可以被建造，



被实现的；但它并不必需被实现才能称得上是艺术作品。劳伦斯·韦纳的灵感来源于 20世纪 60

年代，他在美国一所大学里做了一件装置作品，由于作品在户外很快就被毁坏了，但也由此使劳

伦斯产生了顿悟——艺术作品可以被建造，但是如果没有被实现也不并影响其艺术价值。而这种

想法，也成为了韦纳的观念艺术的开始。观念艺术关注的并不是作品的物理形态，而是背后的观

念。彼得·逸利也解释到，观念艺术被提出后，我们所熟知的艺术形式有了更多的内涵和意义，

虽然它们经常被大家认为是比较抽象和难以理解的作品，但事实上做观念艺术的艺术家们在创作

时都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够被观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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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海报设计系列作品前，彼得·逸利介绍劳伦斯·韦纳的作品并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形式，也正是

因为如此不拘泥于技术的形式，劳伦斯·韦纳成为在书籍、海报等领域中成果颇丰的艺术家。一



方面，他能以不同的形式触及到观众；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够带着责任感去呈现其艺术。在呈

现劳伦斯·韦纳这些以语言为载体的作品时也需要确保这一点。例如，在这个展览中，有些作品

呈现的规模非常小，而有些作品的体量则非常大，这些规模其实也决定了作品传递过程中的效果。

比如，规模很小的作品可能是在和单独的观众对话，而巨大的口号式的标语则是在与一群观众对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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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展厅西墙上的作品《被夜晚相遇的两艘船照亮》时，彼得·逸利说，劳伦斯·韦纳虽然是土

生土长的纽约人，但是他也在全球旅行，他的经历让他能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突破地域、时空的

边界，他非常关注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边界感，有时候甚至是突破土地、海洋这样的

边界。他人生中有较长的一段时间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的船上，也正是因为这一经历，他的创作中

也使用了一些与海洋相关的语言。当劳伦斯·韦纳的遗孀艾丽斯·韦纳踏入 UCCA展厅时，她说这



个建筑物让她感觉像是一艘倾翻的船只。在展览过程中，观众也可以感受到这里好像一艘船在海

上一般，有各种不同的暗流涌动。

“劳伦斯·韦纳：追求幸福 越快越好”展览现场图，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24。

图片由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孙诗。

关于作品《位移》，彼得·逸利回顾道，一开始谈及劳伦斯·韦纳的作品时，便强调了一个物体位

置的转移，即位移。所谓的“位移”可以说是整个展览的中心。《固定在边界之上的物品》便是这

一思想的体现，我们可以把边界理解成国家与国家的界线，也可以理解成两个不同个体之间物权

的界线，亦或是一个人在接触世界的过程中，个体与世界的边界。当大家开始接触劳伦斯·韦纳

的作品时，可能会觉得比较简单，但是当大家更多地去感受时，会逐渐发现这份相互交织的复杂

感觉。在这个展览中，也展示了劳伦斯较为早期的作品，《1000德国马克的中型散装物料从一

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使用了一定数量的德国马克，这种货币在劳伦斯创作的时代还在通行，



现在已经被欧元所代替。彼得·逸利说自己在中国最强烈的感受便是中国逐渐走向无现金化的趋

势，所以即使看上去是非常简单的作品，也能感受到我们日常使用的货币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着

变化。《水平关系中的黑、橙、黄（即：边挨着边）》创作于同一时期，就是墙上有三种颜色：

黑色、橙色和黄色，这三种颜色的边界相连在一起，这样的形式与德国国旗非常相似，所以这件

在拱形柱上有一定雕塑形式的作品又与之前使用德国马克购买的两箱陶土的作品产生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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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伦斯创作生涯的早期，其很多作品直接画或者是手写在墙上。直到其艺术生涯的后期，他才

主要使用三种英文字体来表现他的作品。这三种字体分别是《翻越一堵墙&面对下一堵》、《自

我之外》和西墙上《被夜晚相遇的两艘船照亮》中的英文字体。在以语言和文字为载体的艺术作

品中，字体设计、文字的间距以及排版对于艺术理念和价值的传达都非常重要，彼得·逸利提到，

在准备的过程中，也需要与中国的平面设计师去讨论中文字体怎样才能更好地传达劳伦斯作品中



原本的意思。《为跨越没有水的河流而建造的一个架构》是劳伦斯·韦纳的女儿柯尔斯滕·韦纳在

布展期间手写上去的，选用的颜色也是大概十几年前在欧洲展览中，展出同一作品时所用的颜色。

当观众阅读这一作品时，可能会对其原文产生疑问，但是当我们回溯一下作品《1000德国马克

的中型散装物料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就可以感受到这两件作品中都有时间的转移和

流逝在其中。左侧墙上《接缝之处 锈迹斑斑》意指有一条铁锈的痕迹，这个痕迹沿着两个交织

的缝隙在前进变化，也给人一种时间流逝，往前延伸的感觉。这个作品大概创作于 45年前，当

时劳伦斯着迷于渔民捕鱼时鱼箱上的字体，于是便获得了灵感。

“劳伦斯·韦纳：追求幸福 越快越好”展览现场图，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24。

图片由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孙诗。

在经过三四件仅以英文创作的作品后，彼得·逸利带领观众进入到更加主体的区域当中，《从一

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仅由中文来呈现，这本身是一件艺术作品的呈现，与《瓦摞砂浆摞



瓦》那样拥有物理形态的作品并无二致。彼得·逸利提到，展馆原本是工厂旧址，在屋顶上仍然

能看到工厂的痕迹，在策展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到空间本身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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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上的作品《钢铁 & 玻璃散落在脚下的小道 从一处到另一处 竹藤 & 贝壳散落在脚下的大

街 从一处到另一处》自 1989年“大地魔术师”展览之后就没有再展出过。蓝色部分展现的是贝壳、

竹藤，代表了远离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巴布新几内亚。彼得·逸利说之所以将作品在地面上呈现，

是希望能够让观众感受到时间与空间相互交织的关系。至此，彼得·逸利让观众们回想主展厅外

的作品《游移以邀光 一遍 两遍 三遍》，这种位移不仅仅是语言的位移，是一个国家到另一个

国家，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位移，也是人在不同语境和场景里面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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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奔浪流》的英文“ATTACHEDBY EBB& FLOW”讲述的是海浪潮涨潮落的自然现象，彼得·逸利

让观众想象，在浪花的流动中会依赖、接触到什么事物。可能还会联想到一些事物，看起来是相

互区隔开的，但是事实上是由海浪、水所连接，比如说加州和中国。在这些作品中，劳伦斯·韦

纳希望能让大家关注到在物体与物体之间空间上的关联感，这两个物体可能是固定的物体，也有

可能是处于移动中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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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不适 独善其身》很好地传达了创作中翻译面临的挑战，因为既需要保留英语中的结构性，

又需要保持其本来含义，这样对作品的诠释也体现在图形的设计上。彼得·逸利补充道，导览手

册中也有带“＊”的特别标注符号，这是从劳伦斯·韦纳的艺术中得到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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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图系列作品展出的是劳伦斯为其他展览而创作的画作，运用的是一些非常常见的美术工具。彼

得·逸利指出，如果劳伦斯在世的话，将会由他自己来设计作品的呈现，而草图系列也是对此次

展览的补充。《就在潮水侵入前一刻》是劳伦斯·韦纳较晚期的作品，这件作品本身传达出一个

人逐渐老去的感觉。《被停止原有功能的物质》的英文表达类似于技术性的表达，事实上这也表

述了物质衰老逝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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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逸利总结道，劳伦斯·韦纳于 2021年逝世，此次展览是他逝世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策

展的初衷是把本来应该有功能的物质继续保留下来，也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运用新的形式给对作

品感兴趣的人以新的启发和思考，并触及到更多的观众。

*因文字篇幅所限，完整活动视频请移步 UCCA 官网活动页面回看

文字整理：郑雯心（UCCA公共实践部实习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