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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珊视觉日记，何以疗愈深圳人？

在回南天里扎根
作为一个从中原迁徙至南方深圳的艺术家，鲁珊的个展“心所若触”正成为都市人的情绪出口。
她的作品像极了深圳人的日常：一边在回南天的潮湿里扎根，一边在钢筋森林中寻找飞翔的可
能。她的作品是自己的视觉日记，却凭借敏感与真诚，展现出不可思议的感染力。

鲁珊的“黑鸟”系列作品，是她艺术创作中极具代表性

的部分。被问及创作初衷时，鲁珊回忆：“有一年我跟我先生回

他老家，在旷野里我看到一些捕鸟的网，上面挂了很多死去的

鸟的残骸。我特别难过：那些鸟在死之前挂在上面挣扎和绝望了

多久？看到那只鸟，就觉得特别像当时在压力中的自己。”

“那时候画这些飞扬暴烈的线条组成的形体——— 虽然在虚空中折

翼，我却希望它们能承载着不屈服的倔强。”她这样写在了场刊上。这些

画作，成为了鲁珊情感的出口。“通过画它，我慢慢跟世界和解了。”

除了“黑鸟”系列，现场还有一组作品，是鲁珊在母亲离世之后创作的，绘画成

为她纾解悲伤的出口。鲁珊坦言：“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会用一些比较快速急速的

笔触，比较压抑难过的时候，我会让它停留得更久，甚至加一些

稀释剂让颜料流淌下来，觉得悲伤就会跟着它一起流下来。”

鲁珊的作品虽然不具象，却容易引起共鸣。在现场，许多

观众激动地表达着他们的感受：“这些画作太好了”“我看到了

挣扎”“我看到了力量”“我看到了湿漉漉的回南天！”

鲁珊说：“我一直觉得这些画是画给自己看的，像日记一样记录

下某一刻的感受。画完之后，我便把它们背对着墙放着，不再去看，只当

作生命中一段段私密时光。但这次当它们被挂在展墙上，别人竟然看懂

了，甚至感受到了我当时的情感。这让我意识到，艺术真的很奇妙——— 它能

够成为联通人与人之间情感与内在世界的媒介。”

跨媒介合作，也是这场展

览很值得流连的地方。展览入

口处摆放的蔡梓忻花艺作品

《Echo》，开展半月，芳菲半

落，却又生发出新芽，结出小

果。此外，与新媒体艺术家

Yellow Wasabi合作的数字

作品《和黄芥末的一场实验》，

以及由艺术家ANIU和JOSH

创作的视频作品《林间复调》，

这些作品都为展览增添了新

的维度与看点。

“和生物遗传专业的黄芥

末合作充满乐趣。她把显微镜

接上程序，在我的油画表面走

动，将这些可视化的画面生成

噪音音乐——— 那些噪音跟我

画布上的噪点很像。我们讨论

噪音的价值，觉得它们往往承

载着最原始的力量。”鲁珊

说道。

谈及AI对艺术创作的影

响，鲁珊表示，她曾尝试用AI

生成装置来阐释文字，结果

“太完美了”。她认为艺术需要

“缺点”，这些“不完美”才是人

类创作的印记。鲁珊强调说：

“艺术创作是我们作为一个

人，源于内心需求才去做的一

件事。如果我把创作交给AI，

那它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创作

是因为我内心的需要，就像我

要吃饭一样。如果让AI来吃

饭，饿的还是我。”

在展线的最后，一张反复

绘制和覆盖的空白画布静静

悬挂。鲁珊透露，它原本描绘

的是西藏的一些景物，但后来

因感觉不对，她开始反复清洗

与覆盖，最后就闲置在那了。

“当这个关于怀念和悲伤的展

厅空间所有的作品布置完毕

时，空了一面窄墙。我发了好

长时间的呆，忽然想起这张作

品。我觉得它似乎就应该放在

这个位置。因为在生死面前，

一切似乎最终都是虚妄的存

在，但正如这张作品被覆盖的

背后，所有的生死离别和喜怒

哀乐又都是我们真实存在过

的证明。”鲁珊说。

空白画可能是沉淀，也是

虚无；是过往，也是未来；是

自我，也是对话；一如她

所有的作品，一如“心

所若触”。

采写：南都记者
黄璐
受访者供图

鲁珊的最新展览位于关

山月美术馆的三楼，南方草木

是她这次个展中比较重要的

部分。鲁珊说，《说文解字》中

提到“草木至南方，有枝任

也”ȡ她笔下的南方草木，展现

着植物在湿热气候下的生长

状态。那些纠结、缠绕、扭曲、

繁茂，仿佛是对南方气候的视

觉回应。鲁珊坦言：“近几年特

别关注南方的自然环境，因为

我生活和工作在莲花山脚下，

所以尤其关注莲花山脚下的

植物，它们影响着我的创作。”

“南方的植物，似乎并不

存在生死的概念，因为没来

得及死去，又已经被‘生’覆

盖了，在这生死迭代的过程

中，空气中拥挤着充裕的能

量，熙熙攘攘。”鲁珊说。作为

一个从中原迁徙至南方深圳

的艺术家，鲁珊的身份如同

这些植物一般，在不同的环

境中重构。“中原的植物特别

整齐，北方的大平原，没有

山，植物的生长有着明显的

季节变化。而来到深圳后，我

每天看到的是莲花山脚下那

片黏稠的绿。”

她眼里的“黏稠的绿”呈

现在画作上，就是大片的绿色

浓稠而厚重，点缀的粉色明艳

而生动。鲁珊没有学过油画，

透视、色彩、对比等技法并不

会束缚她的表达，不拘一格的

笔触也正与南方草木的野性

相得益彰ȡ“我只想描绘出我

对它的感受。画的全是感受。”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

会主任、策展人尚辉表示：“这

是一种地缘文化在地理植物

学上获得的心理反射。相比之

下，她的身体携带了中原文化

浓稠的诗意，而这些诗情却被

散化在那些不知生死的南方

植物生长之中。她看不到它们

的生死，却不断感受到了来自

内心的枯萎。”他指出，这成为

她画面上的“草木葳蕤”“四月

芳菲尽”或“桃花始盛开”，而

这些画面所见，则是烈火余烬

或波光幻灭。

她内心的诗意或许要

回到故乡才能再次绽放。

即便是看到灰蒙天空

下腐败的衰草，依然

会唤醒DNA里“枯

藤老树昏鸦”意

境，她说：“这

可能是刻在

骨子里的

乡愁。”

身份重构
北方诗意
散化在南方草木中

跨媒协作
显微镜接上程序
在油画表面“走动”

异乡共鸣
“那只鸟特别像当时在压力中的自己”

兴文化

艺术家鲁珊的作品《扶摇》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