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你看一幅画时，画面会随着你脑电

波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听来有些魔

幻色彩，但却正是艺术家刘娃新作品

将为我们带来的体验。“作品的英文名

我还没想出来，中国名应该叫‘浮光

掠影’。”刘娃有声有色地为我们描绘

着，“观众集中注意力的程度不一样，

光就会有不一样的颜色，不同颜色会

让同样一幅画看起来有完全不一样的

情绪。比如说我画的是一个有点灾难

性的洪水的场景，水里有人在游泳，

他们面对灾难时会展示出非常不同的

求生手段。随着光的变化，人影时隐

时现，观众可以看到很多的面，但又

不知道这幅画到底是什么样的。”

采访那天，刘娃刚好完成 “浮光掠

影”，这是她在耶鲁的艺术项目“Still”

的延续，也是她探讨人类主观意识的

更进一步。在作品“Still”中，刘娃

便已开始强调观者与作品的互动。“我

核心的想法是希望，观众想要去看的

时候才能看到，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

过程，我对人的主观性挺感兴趣的。”

自小刘娃就对人文领域兴趣浓厚，

从北京四中考入耶鲁大学后，她选择

了与人文领域最密切的两个专业——

刘娃： 不止一面
 2017年刚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刘娃已经以“自拍”系列及“Still”等作品

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艺术体验，她不断尝试利用科技让作品和观众发生真实的互动，

人类学与艺术双专业的教育经历为她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更新的角度和世界观。

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为我提供了一

个更具包容性地观看世界和观看身边

人的角度，我希望能把这种视角和我

的艺术结合到一起” 。

虽然从小对“艺术家”有着无限憧憬，

但刘娃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要以此为职

业。她从不为自己设限，也一直在寻找

各种可能性。大二选择专业前她曾经尝

试去电影剧组和建筑事务所实习、为多

家专业媒体撰写艺术评论，但渐渐发现

“那些行业跟自己的想象很不一样”。她

感觉只有在艺术创作时，自己的时间才

没有被浪费。于是，“那个暑假想来想去，

鲁艺术学院的雕塑专业涵盖范围很广，

除造型、影像、装置以外甚至包括了表

演。喜欢多元表达的刘娃自然地选择了

这个专业。在校期间她通过绘画、摄影、

行为等方式创作过不少作品，但“自拍”

系列是她第一件相对成熟作品。这个系

列用当下流行的自拍作为语言，将身边

键盘、电视、刺绣等各种平凡而琐碎的

物品作为媒材，暗喻外界客观的影响不

断被内化，进而影响着人们心理活动和

行为方式，探讨了个人与社会之间辩证

的关系和界限。除了“自拍”系列以外，

刘娃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就是前文提到的

作品“Still”。

创作“Still”的契机源自刘娃对脑电

波科技的兴趣，她邀请曾一起合作表演

的作曲家 Sam Wu 和钢琴家张楚晗一

起，共同实现了这个融合脑电波科技与

实验性音乐的艺术项目。在构思作品时，

刘娃认为脑电波已经很抽象，所以不想

再用抽象的东西去表达，而是通过一些

非常具体的事物和真实的情感，让观众

能与之交流。虽然科技是整个作品的核

心推动力，但刘娃却希望在作品中尽可

能淡化科技的存在，她想让观众更多地

从中感受人的微妙情感。在作品中，环

境的变化或是观众生理、心理的变化都

是刘娃无法掌控的，而这正是让她最着

迷的部分。

“艺术的本质还是探讨人性及人和社

会的关系，这与时代的变化密不可分，

因此艺术肯定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

在不断尝试把新鲜事物、科技融入自

己创作的同时，刘娃依旧相信，艺术

源于生活，因此无论什么时代，艺术

必然与之发生对话。

“艺术的本质还是探讨人性及人和社会的关
系，这与时代的变化密不可分，因此艺术肯定

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

最后我还是决定把艺术当做职业去做，

这样我的人生会更有意义。”

这不仅是刘娃多方尝试后的决定，也

是她充分认知和理解“艺术家”这一身

份和职能后的结果。她非常清楚，除了

创作外，艺术家还要面对孤独，以及无

尽的怀疑与自我怀疑。在她看来，艺术

家需要具备两方面的素质 ：一是坚信自

己能够做好 ；二是有勇气面对质疑，并

坚持下去。谈到这些时，刘娃的眼神清

澈而坚定，没有丝毫闪烁，她早已开始

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决心。

与国内艺术院校的雕塑专业不同，耶

（左图）作品《自拍系列_交界》。（右图）作品《自拍系列_蚁群》。 （本页图）作品《浮光掠影》截取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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