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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外飞仙”姚媛的变奏之路

展览时间：2024年7月8日—7月16日
展览地点：南京大师艺术馆

（南京市瞻园路秦淮古玩城一楼106号）

——姚媛绘画作品展

□孙磊

在姚媛的画中，时间是断裂的、
非连续性的，它暗示了一种多重焦
点的历史观，甚至是一种多重层次、
多重序列的精神史观。时间因素被
层次化、序列化了，聚焦于时间的叠
加与同构，让历史镜像在更丰富的
界面上得以沉积，得以延展，从而为
我们的视觉表达提供一种新的具有
说服力的叙述方式，也许正是姚媛
的意图。

姚媛共时性时间的处理体现两
个方面。一是将两种时间的景物和
意象进行重合性组装。这种重合性
组装较为直接地将某种物象的差异
鲜明地摆出来，甚至不惜让一种浅
显的观念性成为思维表达的主导，
使人能够立刻认出其中的断裂与对
应。例如《路上的风景》系列作品，
古法山水风景与当代高速路的现场
直接嫁接起来，提示出一种对当代
生活时间的变奏性认识，它当然是
充满矛盾的，具有强烈对峙的力量。

二是将两种时间的笔墨表达方
法进行交互混搭式的使用。传统通
过笔墨的意趣透露着文化的铁锈，
而当代素描式的景物刻画又展现着
现实的确立，两者笔意的差异将两种
文化时间衔接起来，共同营造了一个
论古现今的自然场景。像《叠嶂》《彼
岸》等作品，古代笔法常常重笔意和
墨趣，山水中更为明显，而当代景物
的处理主要沿袭素描立体明暗塑造
的方式，两者在画面上的具体结合
常常具有文化上的自然辉映。

因此，姚媛的镜像嫁接实际上是
一种时间转换的定格，它强调打破
与截取，强调互为参照的理解，强调
位移中黏联的不可描述性，强调双
重声调的合理性的调节，更重要的，
她强调一种强烈的个人视角，一种
貌似无理的理性视角，将以传统为
根基的历史情境与以现实为基点的
当代风景杂糅在一起，形成一种对
记忆和精神的微观审视。这种审视
首先是从自身出发的，在画面中，我
们能够持续感受到姚媛同自身不断
决裂的缓慢过程，那既是一种自我
精神的回应，也是一种对现实理解
的强制性参与。

同时，传统不仅仅是过去，艾略
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文章中深刻
地指出，传统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意
识，也就是说，时间在绘画上的历史
意识常常以传统的面貌来呈现，这
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姚媛为什么这
样聚焦于时间在视觉上的嫁接与拼
贴了，它意味着一种关于历史、关于
时间的同构与融汇。

另外，对于过去，对于已经被经
历的时间，姚媛仍有一种态度，这是
她的性别、性格和性情造成的。她
在对时间的理解中强调与过去的亲
密关系，强调一种相互的时间和谐
趋势，“不是去征服过去，而是解开
它……可以使自己与过去和解。”作
为和解的时间态度，其细节上的动
作是解开，进一步描述是将被时间
浸泡的物象拎出来，放在另一个空
间中重新装配，而那个过程，尤其解
开的过程，基本就在装配前的序曲
中了。因此，姚媛绘画中有关时间
问题的部分，不是一个结果式的描
述，而是一种准备和取向。

（文章为摘选）

姚媛

1971 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94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中国画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曾
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
后调入南京书画院，现为南京书
画院山水画研究所所长，江苏省
美术家协会中国花鸟画艺委会委
员，南京开明书画院院长。

《竹取物语之四》绢本·彩墨 24cm×34cm 2021年

《竹取物语之一》绢本·彩墨 24cm×34cm 2021年

《桃花何处》纸本·彩墨 33cm×42cm 2024年

《凝露含香》绢本·彩墨 34cm×43cm 2024年

《绿衣》纸本·彩墨 42cm×33cm 2024年

《罗浮暮》绢本·彩墨 33cm×130cm 2022年

《晴光翠寒》绢本·彩墨 17cm×68cm 2024年

《东风第一枝》绢本·彩墨 17cm×68cm 2024年

《浮玉影》纸本·彩墨 106cm×40cm 2024年 《君子佩》绢本·彩墨 68cm×17cm 2021年

《春花秋草之一》绢本·彩墨 17cm×68cm 2023年

《春城无处不飞花》绢本·彩墨 34cm×24cm 202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