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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常青画廊很荣幸地推出意大利艺术家塞尔

斯在中国的首次个展。在近25年的艺术生涯中，

这位欧洲画家坚守在绘画领域，展开了无人能

及的技术探索。 

 

艺术家用黑色石墨在白纸上勾勒出画面，然后

装裱在铝板上。在不同尺寸的画幅中，他极力

给人以简洁写实的观感，同时营造出诗意盎然

的意境。 
 
这次的北京展览题目是“极目之远”。参展作

品包括《水面》系列的最新作品，和艺术家近

20年间创作的专题选辑。塞尔斯对东方艺术颇

为关注。通过直翁——一位宋末年间（1127-

1279）僧侣画家的作品，他结识了许多中国艺

术家，从中汲取了不少灵感，并把东方文化融

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如《竹2004》。 
 

塞尔斯的作品源自现实，然后通过凝视这一观

看方式，将结果再现于画面中。另外，他对画

面的构思不受限于纸本框架，而是旨在唤起观

者更宽广的内心体验——一种开放式的哲学思

考。 

 

依据艺术家在2008年创作的《元素》系列作品，

C·帝奥拉齐奥写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最接

近塞尔斯研究方向的文艺复兴大师无疑是

达·芬奇。塞尔斯，这位来自里雅斯特的艺术

家，在职业生涯中已经不止一次的向他致敬。

在此，我们必须要提及达·芬奇一系列鲜为人

知的多面体插图⋯⋯为意大利数学家帕乔利

1497年于米兰出版的《神圣比例》一书而作。

正是帕乔利这位大师向达·芬奇打开了欧几里

德几何、算术理论、以及最重要的，希腊哲学

的大门⋯⋯达·芬奇在铜版画中将各边按照对

称和比例原则进行延伸，探索了多面体的无限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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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斯自述到：“我试图重塑绘画这种艺术形

式”。他强调了作品在技术层面的革新，使得

画面中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着迷。实际上，

当我们观察他的画作时，我们能体会到他在作

品中蕴含的耐心和细心，感受到他在工作室中

的专注神情和孤独身影，更会被他长时间的勾

勒、描影、涂抹和擦拭所感动，而这些都与速

写式的绘画过程完全相反。 

 

塞尔斯十分擅长组织阴影。他将强而有力的黑

色石墨铺陈在一尘不染的白色纸张上，随着黑

色墨迹的深浅变化，光线的明暗渐渐呈现出来。

作品中丰富的灰色层阶，体现了艺术家“对不

同凝视方式的持续研究”，以及在绝对黑暗和

绝对光明这两者之间的游弋和探索。 

 

笔触在透明与不透明之间的微妙转换，形成了

画面上朦胧的光影效果。光线仿佛从物体深处

被引了出来，就像是“飘忽不定的月光”，与

我们内在的心灵默默呼应 。 

 

作品中色彩的缺席，或是非彩色的运用，实际

上是一种光影的实验。随之而来的“眩晕感”，

存在于画面的所有细枝末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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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找寻的观点”，塞尔斯说，“当你全部浸

入到自己内在深处时，便可寻得。那里有一个

全新的现实存在，一种完全‘定性的、变动的，

不可分割’的状态（柏格森），不可被数值所

量化。大自然的庄严崇高，将这样的‘现实存

在’展示出来。它深不可测且独一无二，给我

们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种强烈的感

受不是靠睁开眼睛看见的，而是需要闭上眼睛

才能体会。这时，透视消失了，或是打个比方

来说，就像是‘去除了眼睑’或是‘眼睛被反

转’（G·佩诺内,1970年）。我发现了在此过程

中产生的眩晕感，它扩充了我们视觉的界限，

使我们能从最大的程度上感受这个世界。” 
 

在作品《白夜》里，塞尔斯对大自然的态度既

尊重又客观，画面呈现出一种个人于浪漫主义

世界之中的态度：情感炙热且义无反顾。他对

于景象的描绘——惊涛骇浪的大海，白雪皑皑

的山地等，都是为了记录一个个“特定物体”

的影像资料，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刻画现实。

“塞尔斯笔下的水、大山、天空、和地平线，

向我们诉说着地质学时代的变迁，描绘着大陆

漂移、地壳运动中慢慢发生的那些无法察觉的

改变”，明确而清晰。他的作品剥离了主观的

个人情感，臣服于庄严的中性立场。塞尔斯对

这个世界的思考介于世俗文明和真实感知之间

的对抗，一方面像窗户一样细致入微的观看世

界，另一方面又尽量远离肤浅的纯风景绘画。

洛兰·海吉在文章中写道，“塞尔斯运用科学

而精湛的刻画技巧、禁欲而冷静的表现手法、

以及抽离了个人叙事的客观态度，来质疑视觉

表象的可信性。”而最终呈现在纸上的，是一

种“乐观、庄严而冷酷的中性色调”。2 
 
塞尔斯（生于圣波罗·帝皮亚威，意大利，

1952）现生活和工作于里雅斯特。他执教于乌

尔比诺学院。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他创作了

一系列出色的作品，在菲登出版社发行的《绘

画》一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塞尔斯的作品曾在

许多重要的美术馆展出，包括法国圣艾提安现

当代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法国国家现代

艺术博物馆（2015）；里米尼现当代美术馆

（2012）；法国贝桑松美术与考古博物馆

（2010）；米兰王宫（2007）；比利时梅赫伦

文化仓库（2006）；第三届西班牙瓦伦西亚双

年展（2005）；克德罗弋博曼宁当代艺术中心

（2004）；比利时根特S.M.A.K.画廊（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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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Het Domein美术馆（2003）；墨西哥鲁菲

诺·塔马约博物馆（2002）；普拉托Luigi 

Pecci当代艺术中心（2002）；葡萄牙里斯本

底夫索艺术中心（2000）；德国奥格斯堡艺术

协会（2000）等。 

 

塞尔斯于中国的首次亮相，是在北京常青画廊

的群展“静像：意大利当代绘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