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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史：毛旭辉四十年回顾展 1980-2021 

策展人：戴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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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北京第一&第二空间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将于 2021 年 7 月 10 日以双空间同时推出“永恒史：毛旭辉四十年回顾展 1980-2021”，呈现迄今

为止最大规模的毛旭辉个展。此次展览筹备经年，也是继 2020 年初唐人香港空间“意志：毛旭辉个展”之后对毛旭辉艺术创作

的全面回顾。 

 

本次回顾展由戴卓群担任策展人，从毛旭辉艺术生涯的各个阶段，精选超过 200 余件包括布面与纸本以及木板油画、纸上水

墨、手稿、布面综合材料等多元媒介的作品。整个展览依据不同时期的内容与风格，分布为四个章节，分别是“生命·具象”、

“权力·家长”、“意志·剪刀“、“圭山·写生”，力图以尽可能多面的视角，展现艺术家毛旭辉跨度四十年以来的不懈创造力。 

 

 

毛旭辉：生命绘画，意志与永恒 

戴卓群/文 

 

毛旭辉在中国早期前卫艺术进程的两个关键时刻，在艺术界留下了其个人鲜明的烙印和足迹，首先是在1985年至1989年间，在昆明发起成立了以“新具

像”为理念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数届“新具像”展览及其组织，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先锋运动“‘85新潮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旭辉先后于1986年代表

“新具像”展参与“珠海会议”，1988年出席“黄山现代艺术研讨会”，并提交艺术笔记《艺术问题即人的问题》，此一时期的艺术主张，正是拨乱反正，观

念更新时刻，倾向于在绘画中表现西南本土环境中个人的觉醒和强烈的生命意识。1989年，毛旭辉作为“生命绘画”的代表参加了“中国现代艺术展”，此

后参加一系列国内外关于中国新潮与前卫的新艺术展览。 

 

刚刚经历的89“中国现代艺术展”，给毛旭辉以很大的冲击，面对眼花缭乱的观念和媒介的表达，毛旭辉意识到：“要用绘画去拼前卫的阵地是力不从心

的。在85的时候，我们是前卫，现在不是了，只是保留的一部分，我们是等于一种历史人物而出现的，新人在楼下，那些制造事端的人。” 

 

毛旭辉的第二个重要时刻，则在1990年代初期的数年。随着展览、评论和国外窗口的打开，批评家栗宪庭提出的“政治波普”和“玩世泼皮”风格的绘画，

成为风起一时的潮流，当年西南群体的不少画家也纷纷投身其中。面对新的冲击，毛旭辉在从精神到形式两个层面都展现了相当的自我和定力。他审

慎排斥当时流行的利用照片、图片等平涂的方式，认为这是艺术语言上的巨大退步，而明确捍卫绘画本体的价值。在艺术语言上，继续探求介于具象

与非具象之间的表达空间，从塞尚对绘画秩序的研究、德国表现主义强烈震撼的形象和真实性，包括对题材和历史的反思态度，不同于玩世和泼皮的

简单化解构，他都有远为复杂和矛盾的精神斗争。在此期间，毛旭辉开始创作的《权力的词汇》《日常史诗》等系列中，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家长”、

“椅子”、和“剪刀”等形象悉数现身，不但成为伴随艺术家至今而不断发展的符号和图式，更成为艺术家追求艺术永恒性的执着母体。 

 

基于“永恒史：毛旭辉四十年回顾展（1980-2021）”的契机，当我试图对毛旭辉专注而又驳杂，题材和风格彼此交织的创作生涯，进行更清晰的观察，

依据不同时期的内容与风格，思路逐渐成形，最终编织成为四个独立的章节，分别是“生命·具象”、“权力·家长”、“意志·剪刀”、“圭山·写生”。这四个方

向的工作，“生命·具象”主要集中于早期前卫艺术时期，以“新具像”和“生命绘画”为核心旨向的绘画实践，既是毛旭辉个人创作的起点，也是贯穿在其所

有作品中的底色。其中 “权力·家长”和“意志·剪刀”，在时间上是同步形成，且并行发展的。“圭山·写生”则跨越艺术家四十年创作生涯的首尾两端，回归

自然和土地，往往是艺术家在历经深刻的精神孤独和艺术抗争之后，能带来内心平衡的宁静力量。 

 

1956年6月，毛旭辉出生于重庆嘉陵江边，同年9月，随支边的父母迁往云南昆明，并在此定居成长，直至今日，除了1994年在朋友张晓刚和栗宪庭的

鼓励下，曾前往北京盘桓数月，以及一些短期的出行，基本没有再离开过昆明。 

 

1971 年3月，毛旭辉中学毕业，正值文革期间，被分配到昆明百货公司仓库做搬运工，由于热爱绘画，在此期间，他开始跟随昆明本地一些年长的“业

余画家”，学习素描、水粉，并开始接触油画。很快，凭借天赋和努力，他的风景油画便渐渐在昆明“外光派”业余绘画群体中崭露头角。 

 

1977年，毛旭辉考入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开始了正式的专业学习。并在1979年和张晓刚等人，初次前往圭山写生，这

次写生，也为1980年代与2000年之后一再回到圭山埋下了伏笔。而毛旭辉对圭山和写生的认识，也随着时代际遇和艺术进程的纷纭变幻，产生了绝然

不同的变化。从文革结束后的“乡土热”；到1980年代前卫艺术浪潮中从身体到精神的自觉回溯；再到2000年以后持续回归圭山的创作和写生，此时，

毛旭辉已经将圭山视作为滋养新艺术的沃土，视作全新的出发。正如艺术家在手记中对自我的发问：“为什么就不能往回走，往前就那么正确无误？”

当然这已是历经世事沧桑的后话，时间是永恒的流动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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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旭辉却是孤愤和困顿的，精神的孤愤和现实的困顿并存，1980年代的开场，既是一个启蒙的时期，也是一个迷惘的时期。1982年，毛旭辉在大

学毕业后，再次被分配回到昆明百货公司，并于1984年调入昆明电影公司，担任美术师，主要工作是绘制电影海报。重要的契机是，刚刚从学校走出

的毛旭辉，与朋友结伴前往北京参观汉默藏画展，却意外看到了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德国表现主义”展览，彻底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种风格的

作品，正是我真正需要的，我也属于这类人！”，他后来回忆到：“当我看到德国表现主义作品时，我发现这正是我可以创作的方式。那些作品中所承载

的精神性内容是我可以从生活中体验到的，那种形式也是跟我以前追求的相近的。一直困扰我的创作难题，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解决的答案。”激烈的

生命能量找到了喷薄的出口，随后毛旭辉陆续创作《体积》《爱》《圭山》系列，也更大胆地尝试了电影海报图像和拼贴结合的作品。他后来说，“80

年代的作品，尤其是红色人体，红色体积以及私人空间的水泥房间里的人体，就是我的摇滚，我的青春的证明。（2019）”。 

 

紧接着的1985-1989年，中国早期前卫艺术最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一代年轻人的理想从高亢到幻灭的过程。在此期间，毛旭辉陆续创作《私人空间》

《家长》系列作品，从个人肉体和精神的挣扎，到对大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宏观透析，可以看到毛旭辉身上无限赤诚却也充满悲剧色彩的纯粹秉性。 

 

1989之后的世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随之宣告结束。经过从早期前卫艺术、85新潮和89现代艺术展的洗礼，进入1990年代，全球意识形态的

斗争与冲突充满了动荡不安与不确定性，1980年代思想争鸣的氛围悄然隐去，这种潜在的不安，成为了1990年代初期艺术家群体共同的现实困境，前

卫艺术转入低潮状态。1993年，毛旭辉向昆明市电影公司申请停薪留职，成为一名自由的职业画家，并开始创作《权力的词汇》《日常史诗》等系列

作品，毛旭辉说，“我从不歌颂权力”。但他却通过绘画，表达出了对权力的不安、恐惧、愤怒和绝望。人类是权力的产物，某种程度上，文化也是权力

的产物。“权力的词汇”在他的绘画中具体化成为了“家长”、“靠背椅”、“钥匙”、“红门”、“古钟”和“剪刀”等一系列形象。他将委拉斯贵支的教皇英诺森形

象变形成为了一种具有尖锐视觉感受的半抽象形象，一个普遍的指称性形象，发展出了《坐在靠背椅上的家长》系列，一种中心构图的权力象征。 

 

1994年，毛旭辉短暂居留北京，亲眼目睹了其时正流行的“泼皮”和“玩世”的兴起，却抱持了一贯审慎和警惕的态度，他敏锐地意识到，“趣味的可塑性

和手段的易腐性会使艺术家失去任何稳固的标准，只有艺术家以良心制定的标准例外。”回到昆明后，开始创作《剪刀》《靠背椅》系列，不同于“政治

波普”艺术家们平涂和消除绘画性的潮流，他坚定地退回到绘画性本身上去，研究画面的肌理、厚薄、形式感之间的微妙差别，并在之后进一步将其图

式化和符号化。尤其在“剪刀”这个最为显著的形象中，强烈的绘画性，对图式化本身的不断修正，各种形式和面貌的发展，都蕴含了毛旭辉创作中的

复杂况味。 

 

1990年代后期，毛旭辉越来越走向自我的日常世界，深受博伊斯“社会雕塑”观念的启示，他将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产生对日常生活用品的关注和兴

趣，“椅子、钥匙、剪刀、药、烟、茶杯、酒瓶……这些东西与我们的生存极为密切，它们同政治、经济一样，相关着我们的生活。”在《日常史诗》的

创作中，他试图从现实生活的日常之物中发掘一种永恒的品质，一种伟大的艺术意志。究竟是刹那还是永恒，他曾举例道，“看看埃及就知道什么是时

间、风化和永恒之感，也知道曾经的辉煌和没落，神会眷顾一个地方也会遗弃一个地方……神从埃及、希腊、印度、巴比伦走了，留下了空空的破败的

神庙，留下了被沙土掩埋的残迹，当你从历史的坟场走过，懂得的不止是伟大辉煌，还有虚幻、渺小和脆弱，会让我的绘画也有类似的表达。” 

 

此后，在毛旭辉的绘画图式里，单纯、大方、孤独的形象，就像艺术家的精神自画像，伴随着1990年代末的乏味与沉闷，这一时期毛旭辉从罗斯科、

蒙德里安和莫兰迪等艺术家身上获得了启示和慰藉，罗斯科那宗教式的神秘氛围，蒙德里安使用直线和纯色这样最简单的要素来建立绘画的形式与精

神维度，以及莫兰迪那如修道士一般单纯的“无意义”绘画，都激励毛旭辉走向“形而上的剪刀”，通过将形象、色彩、线和面等方面的抽象化过程，穷尽

和永恒化剪刀。即使在精神上最苦闷和孤立无援的时刻，毛旭辉自信，“我肯定会有新的东西。每一个生命阶段是不一样的，每一个阶段的感受是不一

样的，只要忠于这种感受，我就会找到绘画的理由；其实生命就是我们的资源、创作的理由。只要我们还能行动，还能感受，创作就不会停止！”永恒，

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永恒就在当下生命悸动的时刻。 

 

圭山，云南高原一座平凡无奇的山，距离昆明一百多公里，糯黑，圭山脚下一个被称为石头寨的自然村落，这里生活着彝族的分支撒尼人。圭山的撒

尼人，生活闭塞、贫乏，却又宁静自足，他们种植土豆、苞谷、小麦和烟叶，人和牛羊环居在石头垒成的村落。 

 

2006年9月，回到云南大学教书的毛旭辉，带学生下乡，再次来到圭山，这一回来，就此再也不曾间断。十多年来，圭山，在毛旭辉心中，已然形同柯

罗的巴比松，塞尚的圣维托克，而“圭山写生”也成为了他独有的教学传统。 

 

立足一片土地，一座山丘，毛旭辉希望和年轻一代，在这里打开新绘画之门。在圭山，毛旭辉带着他的学生们，住在撒尼人的石头屋里，观察他们的

生活，也体验他们的生活。糯黑的村民，一生都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吃自己种的粮食，睡在自己建的石头房子，烧着柴禾、牛粪，鸡犬之声相闻。在

这里，没有前，也没有后，时间是凝固的。 

 

圭山时间，一种凝固的时间，一种重复的时间，一种省思的时间，也因此成为了一种具有永恒性的时间。画家在这里，一如山民，早出晚归，画朝霞

和夕晖，画正午的苞谷地，牧归的牛羊，炊烟和大地的梦……毛旭辉说：“要使艺术家在自然面前是一个主人，尤其是表现对象的主人。”圭山凝固进绘

画，慢慢成为一种精神，一种自然的人格化，一种对绘画语言的孜孜不倦，也许，只有在一个停滞缺乏变化的地带，艺术才从容不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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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家 

 

毛旭辉 1956 年 6 月生于中国重庆，同年随父母移居昆明。1982 年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油画专业。2001 至 2016 年，担任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在昆明工作和生活

至今。毛旭辉是中国当代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也是西南艺术群体的领军人物。1985 年至 1989 年间，毛旭辉号召云南、四川等地的众多艺术青年组织成立了以“新具像”为

旗帜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在绘画中表现和歌颂中国西南地区强烈的生命意识，该活动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先锋运动“’85 新潮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有

无可撼动的地位。 

 

毛旭辉的作品展出于国内外将近 200 个展览。近年个展包括：“意志：毛旭辉个展”（香港当代唐人艺术中心，2020），“我的 2019 - 毛旭辉个展”，台北索卡艺术中心，2019），

“深度阅读：毛旭辉文献展”（武汉合美术馆，2019），“毛旭辉：我就在这儿”（台北关渡美术馆，2017），“毛旭辉个展 -自然 褶皱 亵渎”（新加坡 MOCA 当代美术馆，2013），

“解离·2011 艺术长沙：永远 - 毛旭辉个展”（湖南省博物馆，2011），“川逝：大毛的艺术”（北京炎黄艺术馆，2010 ），“家长的黄昏 -毛旭辉创作三十年”（香港艺术中心，

2007）等。 

 

他的作品亦曾参展于多个具影响力的展览之中，包括：“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2020），“观念、形式和日常化——第三届深圳当代艺术双年展”

（设计互联·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深圳，2019），“艺术史 40×40：从四十位艺术家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宝龙美术馆，上海，2018），“中国精神：第四届

油画邀请展”（中国油画院美术馆，北京，2018），“上海 30 年当代艺术文献展：第二单元 前卫主义新潮(1985—1992)”（上海明圆美术馆，上海，2018），“2016 釜山国际双

年展：中国、日本、韩国的前卫艺术”（韩国釜山美术馆，韩国，2016），“民间的力量”（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2015），“物体系”（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2015），“中

国新表现：1980 至 2014 特别邀请展”（中华艺术宫，上海，2014），“在场：第二届中国油画双年展”，中国美术馆，北京，2014），“溪山清远 - 中国新绘画”，巴塞罗那圣

莫妮卡艺术中心，巴塞罗那，西班牙，2013），“第 55 届威尼斯双年展特邀展：历史之路 - 威尼斯双年展与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 威尼斯军械库 89 号，威尼斯，意大利，

2013）， “2013 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未曾呈现的声音”，威尼斯军械库，威尼斯，意大利，2013），“现代之路：云南现当代油画艺术”，中国美术馆，北京，2012）， “改

造历史 - 2000-2009 年的中国新艺术”（国家会议中心，北京，2010），“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2010），“再度圭山 - 联合国成立 63 周年邀请

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2008），“北京 - 雅典，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 ”（希腊国家当代艺术中心，雅典，希腊，2008），“85 新潮 -第一次中国当代艺术运动”（尤伦

斯艺术中心，北京，2007），“中国当代艺术：身份与转换”（瑞典 Konsthallen Bohuslans 美术馆，瑞典，2007），“中国当代社会艺术展”（俄罗斯特列恰可夫国家美术馆,莫

斯科，俄罗斯，2007），“’85 致敬：2005→1985”（多伦现代美术馆，上海，2005）， “第三届中国油画展精品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北京；上海美术馆，上海；西安美术

馆，西安，2003），“引号·中国当代绘画展”（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新加坡，1997），“觉醒中的中国!”（波恩现代艺术博物馆，德国；维也那之家，奥地利，波兰华沙，波兰；

柏林世界文化宫，德国，1996）， “1979 年以来的中国前卫艺术·来自中心国家”（西班牙巴塞罗那圣莫尼卡艺术中心，巴塞罗那，1995），“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美术：中国

经验”（四川美术馆，成都，1993），“后 89 中国新艺术展”（香港艺术中心，香港，1993），“中国油画艺术展”（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北京，1992），“我不想和塞尚玩

牌·八十年代中国新潮与前卫艺术选展”（加州巴沙迪那太平洋艺术博物馆，加州，美国，1991），“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国美术馆，北京，1989），“1988 西南艺术展”（四川

省展览馆，成都，1988），“首届中国油画展”（上海美术馆，上海，1987），”中国青年 85 美术大型幻灯片巡回展”（珠海，1986），“CHINESE VISIONS” 展（佛罗里达大学

美术馆，美国，1985），“新具像画展”，上海市静安区文化馆，上海，1985）等。 

 

毛旭辉的作品曾展出于国内外各个机构和展馆，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意大利罗马马可现代艺术馆、德国波恩现代艺术博物馆、德国科布伦茨路德维希美术馆、德国杜伊

斯堡库柏磨坊美术馆、法国巴黎卡丹艺术中心、美国纽约亚洲协会美术馆、美国纽约牙买加艺术中心、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伯纳汀诺分校艺术博物馆、匈牙利布达佩斯当代

美术馆、西班牙巴塞罗那亚洲之家、西班牙巴塞罗那圣莫尼卡艺术中心、雅典希腊雅典国家当代艺术中心、瑞典 Konsthallen Bohuslans 美术馆、俄罗斯圣彼得堡美术家协会

美术馆、波兰华沙 Zacheta 现代艺术馆、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韩国首尔艺术中心、韩国釜山美术馆、印度尼西亚国家画廊、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市劳动人

民文化宫、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中国油画院美术馆、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北京今日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上海民生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上海明圆美术馆、上海宝龙美

术馆、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上海展览中心、刘海粟美术馆、四川博物院、四川省展览馆、四川美术学院陈列馆、成都当代美术馆、成都上河美术馆、天津美术馆、西安美

术馆、南京博物馆、宁波美术馆、重庆艺术仓库当代艺术中心、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昆明当代美术馆、云南艺术学院美术馆、贵阳美术馆、广州美术馆、广州艺

术博物馆、深圳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深圳 OCT 当代艺术中心、香港艺术中心、香港会展中心、台北关渡美术馆、台北南港展览馆等。 

 

毛旭辉的作品被国内外机构广泛收藏，包括德国波恩艺术基金会、美国亚太艺术博物馆、民生现代美术馆、尤伦斯基金会、上海龙美术馆、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宁波美术馆、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长城艺术博物馆、银川当代美术馆、武汉合美术馆、深圳美术馆、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成都上河美术馆、沈阳东宇美术馆、

新加坡斯民艺苑、台湾随缘艺术基金会、武汉大学万林美术馆、成都 K 空间等。 

 

 

 

关于策展人 

 

戴卓群，独立策展人，艺术评论家，现生活工作于北京。曾于 2007 年创办并主编《当代艺术》杂志，2009 年发起并联合策划“暖冬计划”北京艺术维权，成为近年来最重

要的艺术事件。先后与众多艺术机构、学院与美术馆合作策划展览与讲座，文章亦陆续发表和登载于众多专业期刊及相关出版物。策划的展览主要包括：“物的觉醒”系列

展，“长物志”系列展，“文明”计划系列，“笔法与心迹”，“神之格思”，“自由棱镜，录像的浪潮”，“环形撞击：录像二十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