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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玲：空花·岁像 

策展人：冯博一 

2022.11.5 - 12.8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北京第二空间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荣幸地宣布，将于 11 月 5 日在北京 798 第二空间，推出艺术家申玲的个展“空花·岁像”。展览由冯博一策划，精选艺术家

自 80 年代以来的早期珍贵作品和近年来的代表创作，包括油画、册页、纸本综合作品等 50 余件。这也是申玲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个展。  

 

 

策展人语 
 

申玲的“空花”是她“花非花”的一次次自我写照，在镜像中寻拾日常的“对影”，更多的是慵倦的闲适与惆怅，一种个人生命的所指与代偿。

而“岁像”是时间重量的借喻，其中的显像可以在展览空间里不断地穿梭、跳跃，撑起她创作履迹的回望及链接。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申玲的创作始终处于持续发力的状态，没有倦怠。作品都是听从直觉的驱使，围绕着自我处境的目光所及，或作为情

感的附加值，探究人生的浪漫，人性的幽微。那些画儿，如她 1989 年的毕业创作，既鞭辟入里地萧瑟凛厉、又妙趣横生地阳光灿烂。热爱且真

挚地完成了对自我的接纳和自身的确认，已然成为她艺术创作的断代史。  

 

申玲说：《写不尽，许多愁》《虚室生白》《又惜空度凉风天》等五件册页是这次展览的核心，也是灵魂。她利用宣纸的媒介及册页形式，有意

打乱了视觉的秩序，将每天时长的触感涂抹和拼接成一幅幅流光碎影的画卷。画的格调都是简约的清谈，恍然凝想，循绪而变，还有着土耳其作

家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小说里那种神经兮兮的凄美之感。因为多是片段式描述，又具有电影镜头般的恍惚转换。她的线条、

晕染的舒展，弥合了许多跳跃所产生的缝隙，渲染着缥缈的虚幻性，使这些册页成为她居间的交集，连续的混合。  

 

包括她《面朝大海》《四季歌》《暮色》等今年的最新作品，我们既能看出她绘画的功力，又能感受到她对上帝赋予自然生态的一片痴情。她在

她营造的暗浊花园里草间居游，并不借助于所谓“现实感”的容器，没有当下流行的“作品性”痕迹，也不为创作预设明确的针对性，而是跨

越了“似真性”之后，随心所欲地直接画出来，观者尽可以在她作品中的临界点上游弋。这是她个人对生活细节的观察及思维的发散，也是相

互关系的吸附。她真实地表现了臆想状态下的内心世界，隐性地显示着她本身的经历、记忆和审美趣味，可谓是一种在内心折射的抽象现实。看

似不经意的地方，其实是用力了，只是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看似无序中，却衬托了人与鸟、兽、花、草、树等不同形象的容量。如同朝花

夕拾，隔夜清霜。  

 

近些年，申玲好像在收拾凌乱，平息急促，开始了内心的一种觉知和清理。从画里画外中出走，删汰枝蔓，在浑然中抉发出独特的本心。甚至逐

渐消蚀她以往创作的痕迹，以及摆脱现实带来的种种不安。好在她可以通过绘画，打发庸常的日子，排遣鸡零狗碎的冗杂，接住那些无处遁形的

破碎。  

 

或许，对申玲来说，行为的洒脱，随性地画画，所求喜欢或拒绝任何的不喜欢，这才是心灵的自由，抑或也是最大的体面，而其他的一切都是仆

从。  

 

 

冯博一  

2022 年 10 月 24 日  

 

 

 
 

 

关于艺术家  
 

申玲，1965年出生于中国辽宁，目前工作于中央美术学院。 

申玲近年来主要个展有：“浮游”(当代唐人艺术中心，香港，2019)；“花鸟：申玲个展”(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14)；“日光流年”(何香凝美术馆，深圳，2011)。部分群展有

“语言之在-第四届中国油画双年展”(中华艺术宫，上海，2018)；“时代肖像 - 当代艺术30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2013)；“自我画像 - 女性艺术在中国1920-2010”(中

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2011)；“申玲、王玉平 作品展”(今日美术馆，北京，2010）。 

 

 

 
关于策展人  
 

冯博一，男性，生于 60 年代北京。汉族；群众面目；历史本科；已婚；B 血；鼠相；天秤座，上升为处女。从 80 年代末至今，擅长策展、评论、编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