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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画廊很荣幸带来古巴艺术家卡洛斯·加莱高
亚在北京空间的第二次个展——“动物寓言集”。 
 
在中世纪，动物寓言集作为对多种野兽的插图汇
编而流行起来。在此次展览中，同名作品《动物
寓言集》代表了画廊主展厅中一系列印在油画布
上的大幅照片，它们捕捉了绘画在哈瓦那街头墙
面上的动物的影像。作为对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
的作品及中世纪文学的呼应和致礼，艺术家带来
了他自己对城市中“具有创意的介入艺术（即涂
鸦）”的汇编——他展示了一系列出现在哈瓦那街
道废墟或宣传标语中的奇异生物或兽怪。加莱高
亚对街头涂鸦的关注是他批判性调研的一部分—
—对他来说，城市与建筑是能够反映出政治、社
会及意识形态变化的鲜活有机体。 
 
画廊主展厅亦被其它两件大型装置所占据。它们
共同捕捉着一条将空间分为两种氛围的虚构界线
——其中一侧是自然的、温暖的，以木头为主原
料；而另一侧以玻璃与金属构成一个实用主义的、
理性的环境，更加冷峻且工业化。 
 
《以后，我们该怎么办？》这件作品将观众置于
一面仅由旧木头构成的墙面前。但当我们离作品
越近，就发现得越多：这个装置的主角是一些由
半透明混合材料制作而成的小生物，从远处几乎
看不见——这些白蚁有着有机的身体和建筑结构
似的脑袋。它们是构成“破坏”的罪魁祸首，因
为它们“蚀吃”了这些它们所漠然依附的腐木结

构。但在毁坏一个世界的同时，它们也创造着一
个新的生态系统、一种新的可能性。因此，该装
置的名称也可以被解释为一个开放的、也许令人
惶恐的对未来的问题。它是对“毁灭与重建”这
一永恒循环的比喻。 
 
另一件名为《“易碎”项目》的装置作品，是艺术
家对其 2014 年在桑坦德城博廷基金会的展览中
所做作品的延续。在北京个展中，加莱高亚环绕
该装置之前的主要结构设计了四个新建筑，为整
件作品带来一种垂直的量感。该作品是艺术家对
其 “建筑”技术进行实验的结果——将成百上千
层的薄玻璃用磁铁重叠并结合在一起。《“易碎”
项目》采取了一种有趣的介于建筑模型、雕塑和
版图间的形式。这件作品的摆放位置使得观众们
可以围绕它行走，并从多种角度观赏；还能使观
众注意到作品随着视角变换而呈现的微小差异。  
 
除却展览同名作品与两件巨大的装置，主展厅墙
上的作品《证据》也吸引着观众的眼球。《证据》
由一系列绘画组成，在其中，加莱高亚重拾凿刻
这种缓慢的工艺，为绘画制作了小比例的木制模
型。作为结果，他创造了一组探索几何图形与纹
理抽象化的绘画——在其中，线条的游戏几乎是
出于偶然地与视觉图像结合在一起。其构造上的
精确与平面设计语言——这两个作为艺术家诗意
美学的中心元素，亦贯穿于这组新作中。 
 
 



 
在上楼的途中，我们会看到名为《世界的根基》
的装置作品，它揭示了一种潜在的暴力。该作品
浓缩了“建设与破坏” 二元论中所包含的张力
——这两者都是导致历史改变所必经的革新阶段。
虽然暴力和权力游戏看似与发展无关，但它们似
乎才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根基。 
 
画廊二层展出其它三组作品。 
 
《比例1:1 》的理念源于混合加莱高亚在创作时
所使用的日常材料，并给它们一个变成他物的机
会——楼房、虚构的建筑形状等。然后，这些物
件发展成一种非凡的存在；它们自身已不再是建
筑、尺子等。这打开了我们构想新现实的诸多可
能性。 
 
装置作品《摄影式地志》是由九片聚苯乙烯和九
张照片构成的，它重新诠释了照片这种纪录性媒
介的作用。作品中对摄影的应用令人联想到关于
废墟和遗迹的思考，以及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
城市所用材料的脆弱性和建筑物的无常性。 
 
在第三个房间中，加莱高亚展出了他的系列作品
《挽救保险箱》中的其中一件——他将一个金色
的香港汇丰银行的雕塑放进一个保险箱。这种表
现方式讽刺了现代社会置于表示权力的经济符号
上的虚假安全感，嘲笑我们武断分配给它们的价
值。 
 
最后，展示在画廊顶层的只有一件作品《墨线盒》。
1998年，在纽约中国城附近的一个跳蚤市场，加
莱高亚购买了一个神秘的工具——他最初无法猜
到它的作用。几年后他才发现它是一个墨线盒
——一种工匠们用来画直线的中国传统工具。从
前，这些物件陪伴着木匠、石匠们，当一件工作
完成后，他们会把它存放起来。它们是这些工匠
灵魂和精神的承载者。这件作品令人想起20世纪
初期前卫艺术中的现成物——把生活中的物件转
化为艺术媒介，重新界定艺术品的概念。它也将
艺术家对一个器械的兴趣转化为创作起始点，是
对建立新生态系统的一种比喻。 
 
 

 

卡洛斯·加莱高亚于1967年出生于哈瓦那，他现在生活和

工作于哈瓦那与马德里两地 。在1989至1994年间，他曾

经学习热力学，然后在古巴高等艺术学院（Instituto 

Superior de Arte, Havana）学习绘画。他通过对建筑、

都市化和历史的研究， 从多学科的角度探讨全球尤其古巴

的文化和政治问题。他常以哈瓦那城作为主题，而他所用的

媒介包括了装置、影像、摄影、雕塑、立体书籍和绘画。 

 

加莱高亚曾在世界各地举办过个展，其中包括：里斯本艺术

建筑与科技博物馆（MAAT)、毕尔巴鄂Azkuna Zentroa

文化中心、慕尼黑斯塔克别墅博物馆（Villa Stuck)、奥斯

陆挪威国家博物馆（Nasjonalmuseet)、马德里CA2M艺术

中心；西班牙桑坦德城波丁基金会（Botin Foundation）、

哥伦比亚波哥大 FLORA ars + natura当代艺术中心、巴

塞尔乡村半州美术馆（Kunsthaus Baselland）、不伦瑞克

艺术协会（Kunstverein Braunschweig)、美国坦帕艺术

研究所当代美术馆（Contemporary Art Museum,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Art）、纽约康奈尔大学约翰逊

艺术博物馆（H.F. Johnson Museum of Art)、阿姆斯特

丹市立博物馆（SMBA）、西班牙莱里达La Panera艺术中

心、西班牙布尔戈斯Caja当代艺术中心（CAB)、希腊国家

当代艺术博物馆（EMST)、布鲁马迪纽Inhotim 当代艺术

中心与里约热内卢Caixa文化中心、马德里Matadero艺术

中心与ICO博物馆、爱尔兰现代艺术博物馆（IMMA）、巴塞

罗那总督夫人宫（Palau de la Virreina）、洛杉矶现代艺术

博物馆（M.O.C.A)、哥伦比亚波哥大Luis Ángel Arango

图书馆及意大利锡耶纳帕佩塞宫（Palazzo delle Papesse)。

他也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国际活动，如：哈瓦那双年展、上海

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约翰内斯堡双年展、

利物浦双年展、莫斯科双年展；奥克兰三年展、圣胡安三年

展、横滨三年展和日本越后妻有（Echigo-Tsumari）三年

展；第11届、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和第12届西班牙摄影展

（PhotoEspañ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