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溯刘野艺术轨迹：什么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格？

现 在的中国当代艺术界⼈才辈出，刘野却与众不同，他以创作梦境般图像⽽闻名，童
年时代所热爱的童话故事以及在欧洲接受的艺术教育，成就了刘野兼具美学、历史和⽂

学意义的作品。刘野对神话与传说的偏爱使他在中国画家中突围⽽出，他⼤胆且发⼈深

思的绘画挑战着观者，将他们带⼊⼀个有形和眼前框架之外的世界之中。从在北京成

⻓、旅居欧洲到返回中国后的⽣活经验，刘野像海绵⼀样吸收环境和不同⽂化所带来的

冲击。刘野在不同年份创作的作品，不但⻅证了其个⼈成⻓，更包含他与众不同的世界

观，也使得其创作总有着独特的记忆点。

 

 

起点

从孩童到旅居欧洲的时期

 

刘野⽣于上世纪六⼗年代的北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能接触⻄⽅书籍的机会很少。

⽽由于刘野的⽗亲是位⼉童剧作家，这使他能阅读到安徒⽣和托尔斯泰等⼤家的名作。

刘野成为了⼀个充满想像⼒的孩⼦，这⼀特质与他的成⻓背景相结合，在⽇后也成为其

灵感和观看世界⽅式的重要源泉。⾃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刘野远赴柏林艺术学院学

习，并于1994年毕业。在欧洲度过的时光让刘野得以从多位⻄⽅艺术⼤师的作品中汲取

灵感，并发现了许多从前未曾接触过的艺术家作品。刘野⼤量吸收不同元素，并通过再

创作，在其艺术发展轨迹中以象征性和主题性的形式展现，如同⼀场持续的互动对话。

 

《画室》，1994年作

 

《画室》是刘野成为⼀名专业艺术家的起点，作品取景⾃艺术家在柏林艺术学院的⼯作

室，展现了充满古典主义⻛格的室内⼀隅。尽管他本⼈并不在作品构图中，但场景中各

种元素的并置却极具个⼈⾊彩。《画室》中的⼈物虽然都围着房间中央的桌⼦，却背对

着彼此。唯⼀⼀个不是从原本存在的作品中挪⽤的元素是刘野前⼥友的半裸像，两⼈在

他去欧洲前已经分⼿。其他重要的元素亦显⽽易⻅，如红⾊、天使之翼和窗户。这幅画

被视为追溯刘野艺术轨迹中主题演进的重要标记。

 

回到根源

返回北京后的创作

《⼤鸽⼦》，1994年作

于2018年11⽉在富艺斯⾹港以187.5万港元拍出

 

《⼤鸽⼦》是刘野1994年刚回到北京时所画，显然，他回国时昔⽇记忆萦绕，更反复地

思考他于柏林创作的早期作品中的各种灵感来源。鸽⼦令⼈联想到⻢格利特的《戴礼帽

的男⼦》，观者也不难看出艺术家对意⼤利形⽽上画派进⾏了细致研习。去年在富艺斯

秋拍中亮相的作品《她不怯对蒙德⾥安》就结合了刘野最早期的许多元素和最具标志性

的特点，展开了⼀出引⼈⼊胜的故事。刘野透露，这是⼀场在他和同辈艺术家之间展开

的艺术辩论，这⼀场景直接暗示了这段特定的记忆。

 

《北京圣⺟玛丽亚》，1994-1995年作

 

回到北京后，刘野开始在作品中⼤量使⽤红⾊。《北京圣⺟玛丽亚》展示了刘野最早以

剧场舞台的红⾊幕布作为主体的处理⽅式，红⾊幕布在后来也成为他作品中⼀⼤标志性

元素。在《北京圣⺟玛丽亚》的舞台上，⼀群带着翅膀、⾯庞圆润的天使在红⾊幕布前

合唱。每个天使样貌完全相同，唯有站在前排中央、正在哺乳的“玛丽亚”与众不同。合

唱团指挥的位置上坐着幼年的刘野，⾯前⼿持⼀本红宝书。刘野在这件作品中所体现的

颠覆性幽默，使其作品成为对中国那⼀代⼈经历的反思。

 

红⾊帷幕的诞⽣

 

《⾦光⼤道》，1995年作

 

《⾦光⼤道》展现了刘野典型的艺术表现形式。远⽅云彩密布的天空被滑落的炸弹烟雾

所划破，前景中两个天使正⽆忧⽆虑地玩耍着。艺术家展示了童年⽣活的天真⽆邪与令

⼈难以喘息的现实⽣活之间的差距。舞动中的天使那种不⻝⼈间烟⽕的感觉，也象征着

艺术家不愿其作品沾染过多现实元素。 

 

《⽆题》，1997年作

于2018年11⽉在富艺斯⾹港以586万港元拍出

 

 

刘野⾸次正式将红⾊帷幕作为主题是在《⽆题》（1997年作）中，圆形聚光灯打在正⽅

形构图上，⼈物成为焦点。将帷幕作为隐藏这⼀象征性作⽤的描绘，⼜增添了另⼀层⾃

我认知的意味。

 

《⽆题》，1997-98年作

 

 

红⾊帷幕在他的“⼩海军”系列中被赋予更重要的意义，在《⽆题》（1997-98 年作）

中，这⼀反复出现的图像不仅成为了⼀件隐蔽的道具，还将现实与幻象分离。舞台将观

者置身虚构世界，⽽聚光灯照射在天真⽆忧的⼩歌唱者身上。⼩海军背对着观众，伸⼿

掀开帷幕，露出了帷幕后的战舰，打破了艺术家虚构世界的宁静。

 

《诗⼈》，1999年作

 

在经典的⼤尺幅作品《诗⼈》中，刘野再次回到舞台这⼀主题，在这个时期，对红⾊的

⼤量使⽤成为其艺术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簇椭圆形聚光灯下的红⾊帷幕呼应着圆

形与正⽅形叠加的构图，这种视觉设定营造出⼀个圆窗式的焦点，形成了主⻆的特写镜

头，暗示着看似平静的表⾯之下，⼀场戏剧正缓缓展开。

 

合唱团的歌声

《天使合唱团（红）》，1999年作

于富艺斯7⽉“⼆⼗世纪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种呈献，拍品编号7

 

1999年，刘野于他从欧洲回到中国后不久创作了《天使合唱团（红）》，来⾃他标志性

的“红⾊帷幕”系列。这个系列是向雷内·⻢格利特和乔治欧·德·基⾥诃作品中有条不紊

的构图，以及对物件与场景逼真描绘的致敬。这两位艺术家对古典⻛格中形式感和体积

感的偏爱，在在刘野的“红⾊帷幕”中也能够看到呼应之处。《天使合唱团（红）》中的

合唱团员构成了独特构图，后以蓝⾊基调加以晕染，艺术家本⼈在2000年代初期⼜重新

制作成⽯版画。

 

帷幕是具有两⾯性的象征：其作⽤既是展现，⼜意在遮蔽。在这⼀幕中，⾯⽆表情唱诗

的天使整⻬列队站⽴，在活泼吵闹的孩⼦身上少⻅这种秩序感和纪律性，意象如此协

调，却⼜显得具有欺骗性。充满联想性的神秘⾊彩，使帷幕成为了刘野作品中永恒的主

题，真实与幻象的交互作⽤，挑逗着对现实与传统观看⽅式的预设感知。浓重的深红⾊

晕染着《天使合唱团（红）》的背景与⼈物，并为作品增添了另⼀层含义。

有趣的是，《天使合唱团（红）》所渲染的红⾊和蓝⾊均表达了由童年记忆所唤起的视

觉经验。正如艺术家所回忆的彩⾊铅笔，“红⾊⽤来画国旗，⻩⾊⽤来画向阳花和阳光，

蓝⾊是画⼤海和天空。”这些都代表了刘野最早对原⾊的使⽤。对刘野来说，红⾊作为⼀

种⼯具，让他重新连结起记忆中的故乡，⽽向着蓝⾊的转变则预示着他进⼊了⼀个新时

期，通过内省的⽅式去探索更抽象的表达形式。

 

然⽽，《天使合唱团（红）》并⾮停留在过去，刘野通过想像与童话故事的⼒量，打破

了时代象征的束缚，让来⾃东⻄⽅⽂化传统的全新意涵和关联在戏剧化的红⾊帷幕布景

中⾃由互动。从这个⻆度来说，这件作品对艺术家本⼈也是⼀种象征——在历史与再现

的交集中⾃由探索，刘野已然形成了⼀种超越传统东⻄⽅艺术史范畴的独特视觉语汇。

 

 

《天使合唱团（红）》视频

 

 

 

刘野的⼩⼥孩

 

刘野的另⼀作品《⼥孩！》（2004年作）将于“⼆⼗世纪及当代艺术和设计”⽇拍登场，拍品编号185，估价380-480万港元

 

刘野于2000年⾄2005年间创作了仅有的6件裸体肖像作品，《⼥孩》是其中⼀件罕⻅的

作品，曾与《谁怕L夫⼈》共同在他2007年于伯恩美术馆举办的⾥程碑式个展中展出。

在《⼥孩》中，刘野⽤⼤⾯积的淡紫⾊和桃红⾊背景包围⼈物，给构图注⼊了⼀种发⾃

肺腑的温和感与沉思的寂静感。不过这并不是单⽚的⼤⾊块，⽽是动感的、具有催眠效

果的⼴袤延展，包含了⾊调与质感的精妙变化，这让他与⻄⽅绘画⼤师的传统不谋⽽

合，⽐如透纳和罗斯科。

 

这系列画作中，有些描绘的是⼥孩的⽇常活动，⽐如阅读，这显然参照了艺术家年轻时

在⽗亲的图书馆藏书⾥翻阅过的书籍。艺术家并⾮试图通过这些⼥孩来投射⾃⼰的幻

想，也不是暗示⾃⼰针对⼥性体态的迷恋。她们更应被视为刘野渴望完美呈现⼈体美感

的符号。

在《⼥孩》中，刘野描绘了⼀位孤独的⼥孩，双眼眼距颇宽，她稚嫩的表情与漫画化的

乳房、⽩⾊的蕾丝内裤、⿊⾊的⾼跟鞋形成了鲜明对⽐。刘野化繁为简的技法、柔和的

细微差别与孤零零的⼈物形象相互交织在⼀起，形成了其强⼤的视觉冲击⼒，这与他坚

持不懈地研究形态与⾊彩的微妙之处分不开。

7⽉8⾄9⽇，富艺斯即将迎来在亚洲成⽴五周年以来总估价最⾼的“⼆⼗世纪及当代艺术和设

计”拍卖，总共预计呈现逾140件现当代艺术与设计杰作。本季拍卖除带来许多新鲜作品外，亦

有⼀系列⼤师作品（如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精彩杰作。

“⼆⼗世纪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将于7⽉8⽇下午4时30分在⾹港JW万豪酒店举⾏

“⼆⼗世纪及当代艺术和设计”⽇间拍卖则将在7⽉9⽇下午1时于同⼀地点举⾏

预展时间为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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