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鹰美术馆呈现徐震®个展《漂流点赞，街头抽表》 

 

 

南京金鹰美术馆将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举办徐震®个展—《漂流点赞，街头抽表》。展览将

展出徐震®最新创作的“激情”系列绘画和多媒体作品《基地》（2023）。徐震出生于 1977

年，是这一代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创新和发人深省的艺术创作获得了国际

认可。徐震自 1990 年代后期开始活跃于全球艺术舞台。他的艺术实践涵盖包括装置、雕塑、

绘画、摄影和表演等多种媒介，经常探讨文化认同、全球化、消费主义等主题。  

 

徐震®的“激情”这一系列表面看似抽象表现主义⻛格的绘画，既是智能社交媒体的衍生物，

也是日常网络生活的表征。它们的底本源自一项伟大的发明——手机截屏。所有的画面都是

由我们每天不断在转发的手机聊天内容和各种裁切、涂抹过的截屏——转译而来。 

 

“激情”系列绘画探索了社交媒体时代的数据化现实，描绘了它们可能呈现的形态。并在全

球走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新时代变革中，创造性的延续和发展了波普艺术、概念艺术和抽

象表现主义。使“激情”绘画呈现了一种“标志性风格”。徐震在他的绘画实践中完全遵循

社交媒体界面的使用逻辑和视觉习惯。艺术家使用油画作为材料，在三种颜色基本原理的限

制中，将社交媒体上的情绪全面展开进行表达。情感交流、信息往来、思维节奏、倾诉密度

等等都成为画面上的主要动态关系并直接对画面的语言、视觉表达产生影响。至此，徐震整

合了绘画和屏幕，虚拟与现实这些在当代无处不在的元素，扩展和强化了他的视觉语言。艺

术家将这种关系发挥到了极致，引导我们反思社交媒体时代的工具逻辑和伦理。 

 

而在金鹰美术馆的展览《漂流点赞，街头抽表》中，徐震®也将呈现最新创作的“激情”系

列绘画，这也是“激情”系列绘画首次于美术馆空间进行大型的系统展出。在这些新的作品

中，情感的表现力被明显加强。画面的气氛被表现左右不同对话的情绪而分裂，社交媒体对

话的文本内容与关系被转化为抽象的笔触与形状。感受表现性和试图去转化成对情绪，内容

的想象是观看这系列绘画时始终交替出现的两种方式。抽象、表现、图案化都变得不完全确

定，这系列绘画最终目标似乎是要呈现一种交流的过程，一个数字欲望的现实。这使画面的

元素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抽离了原来作为形式语言的作用，而成为一种交流的实用

工具而存在。 

 

与徐震®的大型绘画不同的是，几千幅手机大小的同系列小画整齐而密集的出现在墙面上，

就像随时被调用的代码——这些是艺术家“信号”项目的主角。过去一年内，已经赠送了

2000 幅以上的小画给艺术家的朋友们和各种不同国家的观众。同时这些绘画也挂在了被赠予

者的社交媒体上（微信、抖音、ins 等等）向更多的人在展示。此次于金鹰美术馆的展览中，



 

 

徐震从这些自媒体上截取了部分观众自己拍摄的“激情”绘画的图像，与展厅中真实的“激

情”绘画并置。在此，艺术家把自己绘画中的涂抹手势嵌入了这些自媒体图像中的发布、分

享、点赞、评论等动作中。徐震挪用了观众如何使用他的绘画的图像，并在上面再次挂上一

张新的绘画。他暗示了“今天绘画如何出现”这个问题，动员起观众对于数字化与真实界的

敏感度。 

 

苹果商店的设计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让人在创新和高科技的氛围中体验和消费。

在展览的作品《基地》中，徐震直接挪用了苹果商店的桌子和手机设备等一整套陈列品，并

指定它作为雕塑展示。一台台苹果手机等设备里播放着真实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内容。这些现

实的数码内容打断了商业设计带来的舒适、安全、专业的高科技感。在这里，艺术家整合了

各类社会生产的现实，把工业设计、消费体验、当代技术、大数据平台等等都组装在这个作

品中。让整套的产品和陈列方式成为了雕塑的“底座”，手机屏幕上的内容就是雕塑的“形

状”，使《基地》成为一个不断采集数码图像现实的概念艺术作品。 

 

如同数据情感涂抹和社交媒体流通的组装现场，在展览《漂流点赞，街头抽表》中，徐震®

通过对数字时代风景般的描绘，将其放置于 200 米高空的金鹰美术馆所投射的城市景观中，

在美学和感性上组织出了一种新的技术式文化的现实。金鹰美术馆此次携手呈现的徐震®个

展《漂流点赞，街头抽表》，不仅恰恰应和了金鹰美术馆在实践中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持续

支持——链接现实、思考未来，也是继 2022 年首次呈现艺术家个展《余友涵：永恒与多变》

后，再次为这一宗旨做出阐释及表达，也试图于南京的城市生活中，通过当代艺术为城市生

活提供另一种美学路径。 

 

 

展览将出版同名画册《漂流点赞，街头抽表》，特邀作者王亚敏，并收录哲学家陆兴华 2021

年的文章《大便里有黄金，或乱戳能成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