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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维，“我是你的车，我在想你”展览现场，2025，摄影：Cra.

自2020年在天线空间举办的个展“每周一部新手机”以来，周思维近年的创作似乎一直围绕
着科技及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传播等“主题”展开。这不仅折射出艺术家所处时代环境的变化
——科技追求效率的单向发展，去人工化的趋势下个体存在的隐退，以及算法对个体认知
甚至审美的不断规训——更通过绘画这一“古早”媒介与此类“前沿”主题的“不适配”所产生的
视觉张力，为艺术家对绘画语言内部的探索开辟了新路径。

此次展览中，《陶（我是你的车，我在想你）》（2025）在画面前景勾勒了一位轮廓潦草
的女性，她“手脚”并用地似乎想拼命将四个不同形态且方向各异的圈/球体拉到身边，与标
题中暗含的“召唤”一同指向了智能电动汽车的服务系统，也让人联想到围绕这一技术产品的
关税与补贴之争，及其背后的地缘政治博弈。散落的球体和代表车身的女性与再现“速
度”或“保护”驾驶者的意象背道而驰。画面左上角向一侧倾斜的陶罐指涉了广东写实主义画
家谢楚余在1997年完成的作品《陶》，后者中抱着陶罐的少女形象因被反复临摹、复制、
出现在各种装饰品上，几乎成为一个大众文化符号。相较近三十年前，谢楚余在珠三角地
区全面进入改革开放时，通过以“安格尔本土化”的画风刻画西域风情少女来直观地隐喻国际
贸易给沿海地区带来的冲击，周思维画面中寥寥几笔的主体形象与错乱的光影关系不仅回
应着外部语境的变化，也进一步揭示了他对学院派绘画语言体系的背离与“重塑”。

油画的语言是否具有吸纳“外来语”的包容性？多元化的视觉处理为今天的个人表达提供哪些
可能性？周思维在《珍珠奶茶屋（葡萄）》（2022）中参考国画中不同的“皴法”描绘赭石
色的珍珠，并尝试让每一颗都独一无二；他用看似死板的勾线填色的方式在《岸（自恋，
虾）》（2025）中戏仿齐白石的“虾”；在“5G 风”系列里，他将3D 打印的印章晕染出的5G
符号与手绘的符号并置，模糊了人工与工具化视觉生产的差异；在《纹身（下山虎,Bob
Ross）》（2025）中，象征勇气的下山虎纹身图样与Bob Ross这位通过电视绘画教学走
进欧美千家万户的平民艺术家的画作，在“人间”这两个承载着丰富语义的汉字的映衬下，共
同诠释出一种植根于大众的“英雄主义”精神。周思维对绘画本身的反思，远远超出了中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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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语言是否有兼容可能的规范讨论，而是延伸至例如画家身份是否如网红那样需要通过
人设或“一招鲜”的方式维系、艺术创作的逻辑是否势必要被“主题”或符号制约等更一般化的
问题。

这些作品相互牵绊，与周思维以往的个人创作、艺术史中的经典之作，以及更广泛的视觉
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它们持续丰盈着艺术家复杂且不断自我反思的语言系统，
在外部环境与内在思考的双重驱动下，打开了更多表达的可能性，也再一次提示作为观者
的我们：看似制约性的系统中永远存在着自由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