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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中东铁路：张慧 

2020.12.19–2021.2.28 

长征空间，北京 

“中东铁路”是贯穿中国东北大地和近现代历史重要时刻的一条铁路线。现实中

的中东铁路是 1896 年清朝和沙俄签订的《中俄密约》的产物，它于 1897 年 8

月开始施工，1903 年 7 月正式通车运营，呈“丁”字型，以哈尔滨为中心，西

起满洲里，南至旅顺，最东延展到绥芬河。作为一个艺术项目，“中东铁路”由

艺术家张慧于 2018 年提出，2019年由张慧与赵刚二人共同发起，是两人在各自

生命和职业生涯的当下阶段，对自己的故乡——张慧生于齐齐哈尔、曾在哈尔滨

学画，赵刚是历经全球游荡、目前生活在北京的满族人——以及中国近现代社会

政治、意识形态和美学表达、风土面貌之变迁的回望、调查、思考，以及以绘画

为媒介的创作实践。 

项目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行走”，两位艺术家启程于 2019 年 7月 15

日，赵刚骑摩托车从北京出发、至满洲里往东行，张慧坐火车从大连旅顺往西行，

双方于 9天后在哈尔滨相会，并与一群东北议题的研究者和关心者展开了一系列

行走中的研讨。与谈人包括策展人鲁明军、长征计划创始人卢杰、哈尔滨师范大

学教授王绘等，以及作为“中东铁路：行走”的观察者和评论员的长征计划。第

二阶段伴随着两位艺术家在行走中和行走后各自的创作展开，其结果便是由长征

空间在 2020年底呈现的双部曲展览“中东铁路：赵刚”（2020年 10 月-12月）、

“中东铁路：张慧”（2020年 12月-2021年 2月）以及相关的研讨活动。 

作为“中东铁路”第二阶段的一部分，“中东铁路：张慧”将于 12 月 19日在长

征空间呈现。张慧生于齐齐哈尔的铁路职工家庭、少年时曾在哈尔滨学习绘画。

对他而言，“中东铁路”是人类在土地上建造和生成物质和文明的典型案例。张

慧认为，在曾经毫无现代痕迹的东北大陆上，这种“建造和生成”是基于一张张

覆盖着这片土地的“图纸”——随着近现代东北的建设进程，“图纸”上层层叠

加了几百年来的各种物的建造和人的生存，形成了今天所看到的东北的现实。这

张图纸偶尔露出的局部或边角，为张慧的绘画语言的最新发展提供了观念上的依

据，此次展览展出的 17 幅绘画作品也是以东北作为观念，经艺术家的绘画逻辑

的发展所产生的视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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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铁路作为一条具体的铁路线，也是多种文化和力量相遇和流动的前线，影响

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观看，也在上下几代人的审美经验和集体潜意识中形成了一

种特定的纪念碑式的视觉结构。反复出现的符号如李香兰（山口淑子）、现代东

北人的集体身影（如牡丹江车站前的人群），探索了历史的复杂性、个体与环境

的关系，使“中东铁路”成为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人的集合。而三位空姐、歌唱

的厨师以及那几个正在搭建帐篷的人，是典型的张慧图像构建方法论的产物；和

张慧绘画中其他那些反复出现、又总是在变化的形象一样，他们从张慧的图像宇

宙中生长出来，又参与到由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绘画的总体所构成的世界里。 

“中东铁路”项目是张慧在人生与创作中反身回望的契机，也是他创作方式、绘

画语言以及对图像逻辑的思考和实验的发展、反思与新生。但作为项目的“中东

铁路”呈现的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张慧从具体的特例层层推演、倒逼，最终回

到常态的内在驱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东铁路”不仅存在于张慧的人生历程，

也早已内在于他的绘画实践。 

关于艺术家 

 

张慧，1967年生于黑龙江省，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生活工作于北京，并任教于中

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在早期的探索中，张慧发展出以行为和装置为主的艺术创作，而后

也在多媒体和现场戏剧等领域进行探索和实践；他是上世纪90年代末“后感性”系列展览的

重要参与者，并于2004年组建异象聚小组。 

 

从2006年在长征空间举办的“局部地区”个展开始，张慧转向对绘画语言和图像逻辑的探索

——考察现实与潜意识、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模糊地带，同时又反思人们认识现实的真实性

和唯一性，力求拓展现实事件及其图像背后的结构。其作品的研究对象从植根于日常生活的

习惯，到对其他维度的探求——这成为了艺术家能够唤起戏剧般共鸣的作品的两大主要组成

部分。张慧绘画中反复出现与变化的图像，以一种超链接的方式将可持续性，和其与时间与

空间的关系串联起来。在张慧看来，视觉经验不仅仅是美术的经验，而是被视觉“训练过”

的经验，它常常给人思考以暗示，进而左右着人们观看世界。 

 

近期个展包括“中东铁路：张慧”（长征空间，北京，2020）；“张慧 2018”（长征空间，北

京，2018）；“张慧”（长征空间，北京，2016）；“广场”（长征空间，北京，2014）。重要群

展包括“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2020）；“紧急中的沉思”

（UCCA尤伦斯艺术中心，北京，2020）；“在集结”（chi K11，沈阳，2018）；“后感性：恐惧

与意志”（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2016）；“触知区”（红专厂当代艺术馆，广州，2015）；

“第11届沙迦双年展：重现——新的文化制图”（沙迦，2013）；“第8届上海双年展：巡回排

演”（上海美术馆，上海，2010）；“第3届广州三年展：与后殖民说再见”（广东美术馆，广

州，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