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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微的“存在”之⼀致性（Kohärenz） 

——论申玲的图像叙事 

作者：Lorand Hegyi 

 

正如艺术史通常所昭⽰的那样，⼀位伟⼤画家的素描作品，往往揭⽰了其创作⼿法的基本要素、

叙事背景，被频繁运⽤的题材元素，其个⼈的美学倾向或⽣活观念的特定⽅⾯，或者说那些部分隐秘

的，被艺术家⾃⼰视为⽆⾜重轻或太过私⼈化的个⼈偏好和情感。相⽐那些公开宣称的，在艺术语境

中被定义了的美学标准，它们更为强烈和深刻地决定着他/她的创作，因⽽在很⼤程度上也可能主导

着他/她的⽣活。在此意义上，素描完全可以被视作⼀种带有艺术家⾃传⾊彩的美学和哲学札记，或

者说⼀种关于如何解读和阐释其绘画作品的指南。它绝不仅仅是准备性的，对于⽇后绘画作品的准备

⼯作⽽⾔也并⾮每每必不可少，相反，它更多地是⼀种⾃主的，⾃发的，⾃由的，从准确、完备、宏

⼤的践⾏义务中摆脱出来的，对⾃然百态的记录形式：主题，模式，叙事材料的构成要素，构思和观

察，⾃发的即兴创作，对微观现实的汇总和收集，这些看似⽆⾜重轻，但在复杂的作品结构语境下却

很可能具有重⼤意义。 

素描常常带有某种私密的，个⼈化的，⾃发的，转瞬即逝和脆弱易碎的特质，⽆论是在物理和视

觉层⾯，抑或⼼理和情感层⾯都是如此。素描近似于⽂字，素描创作亦近似于写作。素描是对视觉想

象和思想观念的记录；是对某种新的，不甚清晰却⼜出乎意料的观念或情绪、⽓氛或意蕴的捕捉，它

并不追求某种清晰⽆疑的终极形式或宏⼤结构。因此，素描常常具有某种极端个⼈化的，纤弱敏感的

特质，同时却⼜是⾃发的，即兴的，间接的，未完成的，乃⾄不甚完美的，好⽐藉由⽇常语⾔或⼿势

进⾏的交流，其⾏为主体并不要求形式的准确，⽽是把注意⼒更多地放在对话的深度及持续性上。 

绘画既是概念⼜是对概念的呈⽰，它是某种构想的投射，是对某⼀精神和情感上的本质状态的显

现。乔万尼·保罗·洛⻢佐（Giovanni Paolo Lomazzo），这位敏感⽽⼜充满⾃信的矫饰主义艺术

理论家曾谈到“disegno interno”（内部形式），它所指的并⾮可⻅的，可予以把握或诉诸感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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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之美，⽽是艺术家想象⼒所蕴含的那种智性的，⽆形的精神之美，是艺术构思之投射能⼒的彻底⾃

由的组合。“disegno interno”的素养，亦即从想象领域，从可理解的素材、⽂化记忆及形⽽上叙事

中创造形式的能⼒，决定了素描⽣⽣不息的活⼒及其神秘莫测的本真性。申玲的素描作品丰富、细腻，

在充满智性、诙谐与讽刺的同时⼜表现出⼀种丰沛到极致的感性，是⾜以证明⼀位画家的素描在其全

部作品中何以具有重要意义的典范。⽽与此同时，这些作品⼜展现出⼀种⾃然⽽然的，欢快奔放的⾃

主性，⽆论在叙事层⾯或内部的图像布局⽅⾯都是如此。 

申玲的油画⼤多体现出⼀种视觉上的⼀致性和完整性，这种在今天甚为罕⻅的特质总是令⼈折

服，相较之下，她的素描则包含了⼀种看似⽆思⽆虑的，如游戏般轻盈的天真，和⼀种看似⾃发的偶

然性和⽚断性。⽇常⽣活⾥的琐屑微尘常会出现在她的素描作品中，动物和植物，家居⽤品和画室⽤

具，⾝边亲近熟悉的朋友，咖啡馆⾥或⼤街上遇到的陌⽣⼈，⽼照⽚，饰品，住宅内的陈设，花园⾥

栖息枝头的⻦，爱⼈或朋友的肖像，所有这些都以⼀种极不寻常的，打破等级次序的新鲜⽅式相互堆

叠——⽆限的事物，被悉数纳⼊到⼀个极其个⼈化的，虚构的，童话般的，在情绪上具有连贯性的微

观宇宙之内，并由此⽽被赋予了某种诗意。 

这⼀脆弱易碎却⼜致密紧凑的微型组合，并不包含某种固定不变的基本结构，亦不遵循某些潜在

的，⽀配性的构图原则：那种显⽽易⻅且富有诗意的⼀致性，源于艺术家个⼈与瞬息万变、⽀离破碎

的微观现实之间情感联系的深度与强度。物象世界具体可感的微渺，与内在于存在（Sein）的那种本

质上鲜活灵动的“⼀致性”不⽆关联。 

申玲的绘画宇宙与她对具体⽽微的事物和⽣命整体的本质意义敏锐⽽⼜富于同理⼼的诘问，以及

她对幽微复杂的⼈性的反讽和批判性阐释联系在⼀起。这种复杂性是由⽇常⽣活中渺⼩却实在的，看

似微不⾜道的短暂瞬间，由⼈与⼈之间⾶忽不定的关系，以及作为真实体验或⼼理投射的场景，梦幻

与想象所组成的。在这个芜杂密集，略显奇异的世界⾥，⾃然与⼈⼯的不同界域，⼈与动物的⽣命范

畴，连同那些以各种出乎意料的事件和前所未⻅的叙事⽽充盈了这些⽣命的童话般瑰丽的想象，融汇

交织在⼀起。这些图像叙事只存在于错综斑斓，诉诸感官的图像现实内部，确切地说，它们形成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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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现实之内，并不要求观者将其感受为某种外在于诗性-想象范畴的叙事。 

与此同时，过往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或者说切实可感的有形事物与⼈的观念和想象，与智性和精

神性现象——如⾳乐、⽂学、神话、记忆等等——之间的界限变得暧昧不明。与不同现实层⾯和叙事

之间的这种交织和渗透相对应的，是绘画结构中的空间地带和分层，以及再现对象的不同维度和想象

构型，同样亦被纳⼊到⼀种变幻不定、扑朔迷离、绵密⽽⼜坚实的堆叠之中。 

多重叙事层⾯，或者说时间或空间上互不相关的场景与事件之间的这种充满活⼒⽽富于感性的⾼

强度堆叠，弱化了虚构的图像现实的结构性局限。前景与背景，图像空间的虚构纵深，通过强烈光照

⽽营造出的空间感，图像中⼼与图像边缘，对不同事件的描绘，统统被纳⼊到⼀种整体性体验之中。

与此同时，外观上的感性意蕴⼜与单个图像元素之间⾶忽不定、近乎幻觉的关系相互呼应。 

在那些树⽊和花朵背后，出没于五彩缤纷的丛林之中的动物、野猫、⻦、⻥和蛇，扰乱了我们的

空间感知，混淆了虚拟的图像现实内部的⽅位感。这种干扰效应通过着意强调的奇异动物主题的多重

维度⽽被进⼀步放⼤：它们看上去愈发地互不相关。动物⾝体的不同维度使其时间和空间上的存在变

得模棱两可，时间与空间上的互不关联则使其在整个虚构的图像现实中的在场和作⽤更加难以界定。

与此同时，通过画⾯外观感性的强化，潜在-想象的图像空间随之获得了⼀种强烈的意义，成为了被

活⼒唤醒的神秘事件或遭遇的发⽣地。这种虚构的，密集的，妖冶瑰丽⽽⼜神秘叵测的图像空间吸引

着观者，将其⾃⾝呈现为不同空间或时间背景下各种动机与事件的累积和叠加。潜在-想象的图像现

实将这些时间层次与空间场景汇集于⼀个堆叠累积的过程，⽽与此同时，所有这些层⾯⼜得以保留，

彼此构成⼀个和谐融洽的整体，既⾮等级分明的秩序或前后相继的时间序列，亦⾮稳固不变的空间系

统。 

申玲创造出⼀个杂沓密集的绘画现实，在这⾥，各种含有⾮理性或童话成分的叙事元素以及对整

个⽣命绵延所作的智性反思（多表现为反讽）的不同层⾯，与“存在”所特有的⼀种⽣⽣不息的，感

性的，跳宕激越的，根本上的“⼀致性”相关联。这是⼀种不断叠加的⼀致性，它吸纳并且占据了⼀

切在纷繁芜杂的“存在”中堆叠起来的体验和现象，⼀切物理现实或精神现实，⼀切偶然性的事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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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由此，这⼀被平⾏展开却⼜各⾃独⽴的事件和历程打上烙印的，五光⼗⾊的存在之⼀致性，以

⼀种欢快轻盈、悠游⾃如的天真与单纯，以⼀种植物般的勃勃⽣机和感性，得以对象化，因为它并不

遵从某种等级森严的、预先设定好的绝对秩序。 

这种游戏般的欢愉，和五彩斑斓的轻快活泼，来⾃于存在之⼀致性中所蕴含的⽆限活⼒，这是⼀

种在任何叙事或具体⽽微的事物中都能感受得到的活⼒。以感性⽅式呈现具体⽽微的事物时所达到的

深度，令申玲的作品充满了活⼒，尽管她避免对某个故事、或某个可叙述的线性过程做任何⽂学式或

猎奇式的再现。她的作品中不存在任何通过图像⽽被诉诸视觉的叙事，⽽是藉由绘画本⾝⽣成了⼀系

列仅仅是通过图像、通过构图⽽被构建出来的形形⾊⾊的图像事件。 

申玲凭借其⾮凡的绘画⼿法，于⾮凡的绘画论述内部，在⼼理-⽂学-情感层⾯构建起⼀种本真的、

当下的，同时⼜带有批判和反讽意味的图像现实，它同⼀种被体验、实现和内化了的⽣命整体的隐喻

直接相关，尽管此⼀整体不再是通过⽇常⾏为、直接的微观群体或⼈和⼈之间的直接交流⽽被理解，

或是被听到、读到和看到。从这个意义上看，申玲的作品中似乎隐约⻅出某些浪漫主义美学的痕迹，

但它并不包含浪漫主义所惯有的那种庄严崇⾼的道德训诫或怀旧情结。她对世界的看法，更多地表现

为对世间万物在触⼿可及、具体⽽微的现实中所呈现出的琐碎、驳杂、多样的整体性的⼀种充满喜悦

的肯定。 

为了以绘画的⽅式来揭⽰这种富有诗意与活⼒的、本质上的整体性，申玲发展出⼀种隐喻式的叙

事⼿法，它似乎是在感性和想象的塑造中⾃然⽽然地铺展开来，赋予图像⼀种⽆法抗拒的磅礴⽣命⼒。

这种⽣⽣不息的活⼒，这种在错综斑斓的微观现实中蓄积起来的本质能量，将⽇常⽣活中“物”的碎

⽚贯穿在⼀起，形成⼀种由单个现实组成的动荡激越的混杂图景，进⽽让观者产⽣⼀种印象：万物相

融，万川归⼀，⼀切都被归⼊到⼀种流动、鲜活、孕育着的整体性之中。既已存在的⽣命现实之间这

种在不同层⾯、不同背景下展开的如节⽇般轻快活泼的感性交融，制造出⼀种亢奋、感性⽽⼜绵密紧

凑的图像现实，它可以被理解为⼀种对⽣命整体之奥秘的譬喻，⼀种对⽣命整体的体验与观照的隐喻。 

这种隐喻性叙事的内在⼀致性，可以归因于对揭⽰本质上的整体性的不懈追寻，在这⾥，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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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意图绝不是对观者进⾏充满道德哲学意味的说教，⽽是在⾯对“存在”的⼀致性时采取⼀种本

能的、肯定的态度。申玲的绘画传递出⼀种持续不断、⾃然⽣发的⽆限喜悦，⼀种源源不断的蓬勃⽣

命⼒，它将观者吸纳到绘画事件之中，通过铺张⽽密集的视觉形象令其迷醉。这⼀图像事件并⾮其他，

⽽恰恰是与命运般强⼤⽽不可避免的本质性体验之间那种激情、狂热、犹如⼼灵洗礼般的相遇，上述

种种体验在具体⽽微的现实中得以显现。⽽与此同时，关于⼈的内⼼世界、精神的独⽴及⽣命的短暂

易逝的叙事所构建出来的，并不是教条的或决定论式的图像系统，⽽是⼀种欢快⾃由、多姿多彩、⾃

然⽽⼜⽆⽐感性的图像诗学。 

这⼀视觉上的⼀致性，通过单个图像现实被⼤⼤加强的感性密度⽽显现得如此具有说服⼒，它建

⽴在⽣动、迷⼈的⽽⼜具体的“存在”之⼀致性作为智性概念化和情感体验的产物⽽被深化和内化了

的图像之上。换句话说，在构成了⽣命绵延的那些单个的，感性的，有形的，昙花⼀现的现实中得以

具体化、物质化的状态，形成了⼀个连贯、紧凑，⾃证且⾃洽的叙事本体，它可以同时被理解为⽣命

状态和图像现实，或是对⽣命整体的⼀种感性-有形的隐喻。我们纷繁芜杂的经验和油然⽽⽣的感受、

记忆及⼼理投射的微观叙事，使作为整体的存在的隐喻性神韵得以具体化和物质化，在这其中并没有

任何戏剧性的企图或纲领性的⺫的作为对事件过程的规定和指引。 

由此，既存现实之中那些微茫、偶然，如过眼烟云般⼜⽆⾜重轻的边缘性瞬间——这其中当然也

包括我们的梦幻、愿望、回忆、⼼理投射、幻觉与想象——获得了⼀种对整个叙事起到决定性作⽤的

根本性意义，既存微观现实的那种触⼿可及、⽣机勃发的物质性所蕴含的诗意，得到了最⼤程度的升

华。 

申玲图像世界中的动机所折射出的，⾸先是⼀种隐秘、脆弱⽽⼜⽆⽐强烈的微观⽓氛，花朵、植

物、动物和⼈，内部与外部空间，花园、房屋、庭院及房间在其中彼此融合、渗透。由此产⽣的图像

紧凑性，模糊了潜在的和想象中的图像现实的各构成元素之间的界限，因⽽这⼀图像现实只能在视觉

整体的图像隐喻和图像叙事的语境中得以阐释。“存在”之⼀致性那种难以抗拒的具体⽽微，在申玲

的那些妖冶魅惑⽽⼜天真⾃然的图像中，体现为⼀种欢快、⾃洽、充满诗意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