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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微城市——袁景个人作品展

展览时间：2025年6月10日—6月30日
展览地点：言河画廊（连云港市海州区东盐河路 10 号

东盐河街一楼B10栋一层L1-1号）

寻微城市——袁景个人作品展：以艺术笔触对话城市与自然
袁景

1981 年 11 月出生于江苏宿迁，毕
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进修于北京画院
马琳油画工作室高研班。江苏省文化
艺术研究院专职画家，一级美术师，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会
员，江苏省紫金文化优青人才，江苏十
佳 优 秀 青 年 美 术 家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2017 年度青年艺术创作人才，国家艺
术基金 2019 年度青年艺术创作人才滚
动资助，第十三届全国青联委员，第十
三届江苏省青联常委，江苏省青年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油画学会理
事，江苏省科普美术家协会理事，南京
市美术家协会理事，无锡市美术家协
会副秘书长，吴冠中艺术馆副馆长，江
苏省书画院特聘画家，八零油画学社
副社长。现工作生活于南京和宜兴。

“画画靠感觉”，这是画家们常挂于嘴
边的一句话。此语道出了“感觉”在艺术创
作中的重要性。绘画中的“感觉”有点类似
于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所言的“直觉”。在
克罗齐的眼里，“直觉即艺术”“直觉即欣
赏”。的确，无论是在艺术创作中还是在艺
术欣赏时，人们开始更多地依赖“直觉”，而
艺术家的“直觉”一般超乎常人，情感也更
为丰富。画家袁景恰恰具备了这种超凡的

“直觉”力，他凭其聪慧的头脑和敏锐的“直
觉”判断力，为观者展现了一幅幅具有时代
审美特质和情感的“屋像”图式。无论是古
朴的乡镇，还是富有现代气息的高楼大厦、
工业厂房，抑或是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奇异
夸张的建筑，均可见他“直觉”的肆意流
淌。他把“直觉”到的“屋像”经过心灵的处
理后最终呈现了出来，这是对黑格尔“在艺
术里，感性的东西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
东西也借着感性显现出来了”的很好诠释。

然而，艺术创作仅靠“直觉”还不够，因
为“直觉”具有瞬间性，不能持久，它需要理
性的介入。通过理性的规范与调整，才能
获得最终的“有意味形式”。在《城市空间
34》《城市空间52》《寂静的远山四》等多幅
作品中，我们均可见出袁景在不乏笔墨恣
意和笔触老辣同时，更具备了理性的思
考。他将艺术家特有的感性与哲人的理性
思维进行了很好的黏合，把其无尽的情感
尽撒在富有装饰化、平面性的每幅作品中，
亦如文艺复兴伟大的画家拉斐尔所言：“理
性在感性中显现。”这种既具装饰性又富时
代气息的“屋像”在呈现给我们美的享受的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对技术时代下，“手工”
艺术创作未来性的思考。愿画家袁景在艺
术探索之路上“青春永驻”，走得更好、更
远！

（作者光同敏系艺术哲学博士）

漫步于城市的街道，两侧的建筑随着移步
逐渐抛诸脑后，视线深处的“远景”越发临近，
遥远的尽头由模糊渐渐清晰，对未知现实的
渴望驱动着期许般的探索，曾经路过的事物
又成为记忆中的“远景”……

艺术家袁景的作品通过构图、视角、物象、
光影、颜色等画面元素的巧妙融合，给人身临
其境的魔幻现实主义感。画面的精巧构图、
粗粝感与灰度的色调增添了岁月的痕迹和时
间的沉淀，像是有一位隐藏的智者诉说着城
中往事。正如他的一次个展标题“远景”，事
事人人总在时间转轮的滚动下向着远方前行
着，留下的是那些普通却不平凡的真实故事，
一种现实与虚幻的交织感经由一幕幕空间景
观生发和延展……

袁景是一位成熟的“造景师”，许多画作内
容来自他的现实取景和照片局部的结合。他
像一位导演，将不同的场景、街角、房屋、墙瓦、
道路及其他城市元素，以拼贴的方式，杂糅着
真实景致与个人想象，构成各异的空间景观。

城市空间因“人”而丰满，艺术家的画面却
完全不见“人影”，墙上的阴影给人一种“人
影”的错觉，此时无声胜有声，挥散不去的是

“人”的印记。在袁景的《映像记忆系列》中，
一处处空荡的“场景”不带一丝刻意，即使是
艺术家的特别“布景”，在巧妙的构成与组合
下，也毫无违和感。无心插柳柳成荫，去人化
的处理方式反倒折射出强烈的厚重沧桑感。
斑驳萧瑟的光影下，动态的“人”早已远去。
已经离去的“远景”、当下的情境和前方可能
的“远景”在此并存。总有一个时刻，怀念、疑
惑、忧虑、遗憾、叹息、反刍、平静、回神、坦然、
希望等复杂的情绪共存。画中建筑的交叠和
空间的重合，营造出多元的故事线，交错共生
且相辅相成，也总有一条路径通向远方，因为
世间的叙事不曾结束，“远景”持续上演。故
事发生的场域成为这一切的见证者和记录
者，人来人往，“它们”始终存在。

袁景习惯于运用平实的灰色调，一种向莫
兰蒂致敬的色彩，也像印象派的艺术家那样
玩着光影游戏。高饱和度的色彩，暗沉的基
调，使得画作带上了摄影般的胶片感，像是一
部部历久弥新的老电影。一度怀疑所有画面
的设定是在阴天或者临近夜晚，可画中墙面
上的明暗对比又交代着光亮的来源，此刻理
应有阳光和白天，却依旧是一种灰蒙蒙的状
态，像是古董表面的包浆。袁景以极具个人
风格的艺术表现手法——明暗的处理、刮刀的
使用、底色的铺陈、灰暗的颜色——给画面镀
上了一层饱含岁月感的纱。

不难发现，无论是建筑、街道、空间还是其
他事物，袁景近年的作品在处理画面物象上越
发趋于平面化。他并不刻意强调事物的前后
左右关系，以及由黑白灰的强烈对比之下所造
就的视觉立体感，而是以“削弱三维化”的方式
去修饰化，却又突出一种不真实的存在感。他
画面所折射出的一种现实的虚拟化造就了更
富哲理性的繁杂情绪。平面化的景物却一点
也不单薄，暗流涌动着，扁平与和谐之下，不加
雕饰的平静存在内隐藏着更真实的繁复世界。

置身在袁景的作品前，就像是亲身走入画
中的街区，没有“人影”又处处有“人”。跟随
画的指引走向前方，静态的画面此刻转换为
动态的超真实场景，因着艺术家的叙事、情愫
和想象，带上了动感，也因着每一个人都能在
一幕幕“空房子”中填补上无穷无尽的故事，
便不再单一和平静。

前路的“远景”是光明或是阴霾不得而知，
期盼而来的未必是幸福，也可能是又一次无
奈的经历，时间总是逼迫着不断前行，留下无
数记忆中的“远景”。过去的“远景”、此刻目
光所及之“远景”，以及未来的“远景”交汇于
此，构成了艺术家袁景笔下一幅幅基于现实
却又插上了想象翅膀的时间图谱。

（作者张雨卓系青年策展人、上海交通大学博士）

袁景的“远景”
□张雨卓

“以心筑屋”——袁景油画艺术品观
□光同敏

《城市空间 NO.82》80×160cm 2018年

《城市空间 NO.98》120×160cm 2021年

《城市空间 NO.104》120×160cm 2022年

《城市空间 NO.99》120×160cm 2021年

《城市空间 NO.88》120×160cm 2019年

《城市空间 NO.95》140×190cm 2020年

《城市记忆NO.1》80×160cm 202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