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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邱炯炯艺术节》

内容概要

6月19日，第一届邱炯炯艺术节将在星空间拉开帷幕。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邱炯炯的作品有着异于同龄
艺术家的深沉感。他最感兴趣的题材包括人物和腊肉，其中又以人物的肖像最为引人注目：层叠斑驳
的效果中，调侃诙谐的人物形象若隐若现。他摆脱了一般对肖像的处理方法，用夸张变形和朦胧的笔
触在对象与观众之间造成隔膜，但强大的张力又会把观众“吸”进去。如同新片《姑奶奶》中刻画的
碧浪达夫人，邱炯炯在闪烁恍惚间营造出的是一个又一个富于神秘色彩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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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邱炯炯艺术节》

作者简介

来自四川乐山的邱炯炯，生于1977年，无论是绘画还是电影，其古灵精怪的作品常给人以出乎意料之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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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邱炯炯艺术节》

精彩短评

1、画册已经印得很好了，星空间出画册不惜血本是业内有目共睹人神共愤的，但是，观看书中的作
品图片仍然不可避免地感到单薄，我想这就是绘画因其质感而独立于图像的缘故。
2、里面的访谈内容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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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邱炯炯艺术节》

精彩书评

1、但凡介绍炯炯的文字，都要在一开场盛赞他是个自学成才的神童画家，但我总觉得这种赞扬过于
肉麻而流于表面，反而掩盖了他不凡的人生和艺术经历。炯炯对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的独到见解，是
由长期以来的独立思考和自我教育所打磨出来的。一方面作为川剧世家的子弟，炯炯对中国文化有着
常人所不能及的理解，另一方面作为自十六岁便独自在北京讨生活的年轻人，他也有着大多数同龄人
所不可能具备的狡黠和浪漫。在我看来，炯炯的绘画总是在用一种诙谐的语气挑衅着平庸。他的绘画
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国王般的傲慢，他既不容许自己也不容许别人对它们有一丝模棱两可的爱。有朋
友曾对我这样评价他的画，如果它们的色彩空间不那么幽暗，造型不那么古怪，他一定可以得到更多
人的喜欢。但我坚信如果要炯炯放弃这种古灵精怪的气味，他宁愿把观者的厌恶看做为另一种秋波。
要怪，只能怪大家没有缘分。炯炯绘画作品的幽暗光影过滤了绝大部分漫不经心的过客，让留下来的
观众得以从容地放慢节奏，像观摩中国宋元绘画或者欧洲北方文艺复兴绘画那样，用目光跟随那些精
细的勾勒和玄远的色蕴去轻抚画面，细细地辨认画面中世俗世界和黑暗童话的共生物，慢慢地体会画
面中的复杂结构和微妙关系。炯炯对绘画表面质感的理解和处理有着强烈的个人印记，这与同龄艺术
家更热衷于画面形象的象征隐喻和观念阐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他画面中那些乐颠颠、神戳戳、
惊抓抓的人物和动物形象，则让我想起《三毛流浪记》、《匹诺曹》里天真浪漫的主人公，或者是格
吕瓦尔德笔下扭曲不已的圣徒，这些极为感性的形象在画面中矛盾地统一着，既与炯炯的个人经历和
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同时也为观众提供了从现实逃逸的神秘出口。在这个讲求直接和效率的时代，炯
炯毫无保留地坚持着对“复杂”和“微妙”这种古典气质的偏爱，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作为画
家的乐趣，而也只有这样才符合他心底对“画家”的敬意。
2、第一届邱炯炯艺术节于6月19日在星空间开幕。来自四川乐山的邱炯炯，生于1977年，无论是绘画
还是电影，其古灵精怪的作品常给人以出乎意料之感。开幕当天，观众除了欣赏到邱炯炯的画作以外
，还观看了他最新的纪录片《姑奶奶》 （2009-2010）。这部影片的主角是一位性格复杂、身份双重的
同性恋，在月色撩人的夏夜，他那生动直白的言语，情到深处人孤独的表演，似乎照见了人性中最私
密最无忌的那部分。以下是导演本人对这部作品以及主角的解读。当初裁缝每周二晚都会在三里屯南
街的“法雨”酒吧进行异装演出——不为钱，只因这能使他痛快。第一次是一个朋友带我们去看的，
刚上二楼就看见灯光昏暗的深处坐着一位比亚兹莱风格的“女士”正和别人聊天——朋友告诉我：这
就是今天的主角 “碧浪达”；不要乱说话，“她”脾气很暴。暴力而美艳——这是因惊鸿一瞥和道听
途说而形成的粗浅印象。直到“她”开始了近三个小时的演出，我凝视着 “她”脸上的那两道黑乎乎
的眼泪，越看越含混——母仪天下的劲儿，河北地区的范儿，这个集“女神”和“金刚”为一体的“
碧浪达”活脱脱是一只虚弱、顽固、絮叨的本地野兽。我自然而然地就有了拍摄“她”的欲望——我
想从中求证：我想拍的仅仅是同性恋还是一个复杂有趣的人？“她”非常生动。这已经足够诱惑我了
。很快，“碧浪达”成了我女朋友的缪斯，她画了一系列的“她”，我阅读着这些画作，主动地设置
了影片技术性的依据——走，去寻找画中人！我们每周都去看“她”的演出，也经常去裁缝家，与主
人公的交流留给我的尽是奇妙的回忆。影片的演出部分是去年夏天和冬天碧浪达在“占美”演出期间
，跟拍了近十场；访谈部分是去年冬天拍了两次，一次裁缝家，一次我家。整一个吊儿郎当的拍摄过
程，没心没肺的。一共拍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素材，最后剪出了两个小时左右的影片。观看表演的观众
看到的是他们眼中的碧浪达，观看电影的观众看到的是我眼中的碧浪达。之所以影片中观看主角舞台
演出的观众没有出现，是因为我觉得录音录像永远无法还原密不透风的现实，所以干脆就对现实敬而
远之。我始终坚持着在直接的观察与采集下，尽量和现实产生疏离，那更符合我的内心。况且我就是
想做一部两个小时的独角戏，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观众在画外以笑声和掌声暗示，这更符合舞台
规律。还有，摄影机代表了观众之一的我的主观视野——我目不转睛、饶有兴致地盯着台上那光彩照
人的表演——谁会有工夫转过头去看黑乎乎的观众？我就是要做一部有场景设置的独幕剧。之前我的
一部短片《黄老老拍案》就做了这种尝试。那是因为素材有限，可我却因此而受启发。当我请裁缝哼
哼唧唧、出神入化地吟唱出那段滋味幽绵的京韵大鼓《探晴雯》的时候，我更坚信自己对这部影片的
基调的的把握。— 文/ 采访/王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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