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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B12

缘起驻留邀约

李昶出身于艺术世家，父母分别是中
央美术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自幼在
艺术氛围中成长，她接受了系统的美术教
育，从中央美术学院读本科，再到英国皇家
美术学院深造。如今的李昶，不仅是英国
皇家美术学院摄影系的研究生导师，还专
注于研究人类创造力与科技、AI等前沿科
学之间的关系。

李昶的这段雨林探索之旅，可追溯到
海南棋子湾开元度假村总经理杜觉祥
2019 年提出的“艺术家驻留计划”的构
想。杜觉祥的构想有两个目的：一是推动
海南自贸港的国际艺术合作，这是国际化
需要；一是拓宽海南地域文化的推广范围，
出于文化创新。他希望酒店跟国内外的艺
术机构联合，帮助艺术家在昌江停留的日
子里，可以到周边寻求灵感，进行创作，而
酒店会提供交通、食宿等方面的支持。

2019年，李昶受邀参与这一艺术家驻
留计划时，就去了昌江的许多景点，其中霸
王岭深深吸引了她。

“自然界24小时有不同的声音，极其
丰富，不只有我们想象的静谧，它还有野蛮
危险、神秘的一面。”李昶说，“就像不同的
生命在轮换的舞台上运转，并且它是一整
个生命体，我也仿若置身于庞然大物的身
体里一样。你听到的蝉鸣是震耳欲聋的，
而不是安静的、平和的。”这时候她就有了
创作的想法。

于是，声音影像装置《Silent Chorus
静中叠调》应运而生。

什么是声音影像装置？声音可以创造
一个空间中的另一个空间，影像可以让人
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声音影像装置，就是对
展示空间有严格物理要求、通过声像建立
一个环境的装置作品。

《Silent Chorus 静中叠调》是李昶在
过去四年里持续进行的人类学和生态学跨
界研究项目《South of the Sea 陆地碎
片》的一部分。该项目联合伦敦动物学会、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生态保护专家和人
类生态学者，以海南岛热带雨林为案例，探
讨现代人类社会单一资本发展模式与自然
生物多样性和黎族文化之间的微妙制衡。

李昶介绍，作为这个长期研究创作项
目的产出之一《Silent Chorus 静中叠调》
是以色彩和声音叙事的感性之诗。

《Silent Chorus 静中叠调》以独特的
艺术视角聚焦于自然生态系统，运用UV

超紫光手电筒辅助，拍摄原始森林中那
些肉眼难以察觉的生物有机荧光色谱；
通过野外录音，捕捉原始森林中丰富多
样的听觉盛宴，巧妙地融入黎族歌谣的
声音，使作品更具地域特色与文化深度。

据了解，李昶的两部姊妹纪录片，分
别展现霸王岭护林员见证的自然恢复历
程，以及保护区内黎族青年韩进兵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坚守。这些真实记录不仅呈
现海南岛黎族的生活状态和生态环境，也
引发观众对黎族文化未来走向的关注，以
及对海南岛独特地质、生物、生态和自然资
源的尊重与保护意识。

文化忧思录

2019年，李昶从海南回去之后，广泛
查阅资料，发现黎族语言没有文字记载，仅
以歌谣和口述形式延续，这种传承方式的
脆弱性让她深感忧虑。

2020年，李昶开始进行系统的考察工
作，并于次年首次踏足昌江王下乡。李昶
首先抵达洪水村，在她的想象当中，这应该
是充满原始风貌的村落，但实际上，这里呈
现出了旅游开发的痕迹，与她最初的愿景
有所出入。但她仍渴望探索原生态的黎族
生活，于是住了一个晚上，探访隔壁三派村
的黎族居民。

在洪水村的那天，她了解到韩进兵，一
位掌握黎族传统织锦技艺的小伙子，曾在
保亭一家酒店当服务员。韩进兵热爱本民
族文化，工作之余，他常把时间花在黎锦织
造上。

李昶通过微信与他取得联系。从线上
的交流中，韩进兵对于黎族文化传承的热
情和他清唱的歌声打动了李昶。今年4
月，两人终于在韩进兵工作的酒店第一次
见面，并录制了后来作品中大多数黎族歌
谣和传说的素材。不久，当韩进兵因长期
织锦患上颈椎病而辞职返乡时，李昶便提
出再次拜访其家乡三派村的想法。

“人类学研究领域忌讳的是拿着相机用
自上而下的角度去拍摄，我希望我的作品能
够避免。”李昶喜欢平等无差别的交流。因
此，她并未事先了解住宿条件，只是简单说
明自己的饮食习惯：吃素。

韩进兵在家中的生活十分简单，早上起
来喂猪，忙农活，晚上便陪父母割胶。李昶在
与黎族居民的相处当中，更加深入地了解了
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

“这里给我的触动与震撼实在是太多

太多了。”李昶说，“尤其是韩进兵没有被世
俗所侵染的、清澈的目光和淳朴的笑容。”

通过与韩进兵的深入交往，李昶希望
以纪录片的形式，探讨黎族居民在现代社
会中的生存状态与心理转变，同时也反思
人类在资本经济环境下对自然资源的价值
赋予问题，而一个地方生态多样性的保护
情况好坏恰恰可以从野生动物，如海南长
臂猿的生息繁衍中体现出来。

创作故事

李昶说，第一次踏入霸王岭时，未经雕
琢的原始之美就深深震撼了她，激发了她
的创作欲望。然而，当她真正深入其中，并
尝试通过摄影捕捉这份震撼时，却发现镜
头边框难以全面展现雨林的细节，无法完
全传达自己的感受，这让她陷入了困惑。

短短三天的拍摄时间十分紧迫。“第一
天拍摄，浪费了一天但不能呈现出满意的
效果。”李昶一度束手无策。

这时，她从一篇BBC的科学报道中找
到灵感，尝试使用UV超紫光手电筒进行
辅助拍摄，结果惊人：柠檬树在灯光下变得
五颜六色，昆虫是蓝色、红色、绿色的……

为什么不尝试夜拍呢？最后两天晚
上，在护林员带路下，李昶和摄影师扛着设
备，在漆黑一片的雨林中完成了夜拍。

夜晚的原始森林很有压迫感，成片的巨
大树木伫立，而当周围的一切变得黑暗时，会
更加激发出人的原始恐惧。因为对路不熟
悉，加上山里有毒蛇，稍有不慎便会踩到，她
和摄影师只能靠护林员在前方带路，用木棍
扫来扫去，探一下看有没有攻击性的动物。

在作品呈现方面，李昶力求隐去个人
的主观态度，以客观视角引导观众思考。

“我希望通过声音影像装置，以其唯美的色
彩与声音带来沉浸式体验，唤起观众与自
然之间的共鸣，实现感性与理性的共振。”

在创作上，李昶一直坚持感性与直觉
先行，辅以理性和科研的加持，持续探索人
与自然环境的深刻联系，通过摄影、音乐、
人工智能装置等多种形式，展现其创作理
念。

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摄影系研究生导师李昶因艺术与海南结缘，今年完成制作了一部声音影像装置——《Silent Chorus 静中叠
调》，并拍摄了两部纪录片，记录热带雨林之美和黎族居民生活变迁。11月1日至10日，《Silent Chorus 静中叠调》在上海市西岸艺
术中心N馆展出。

李昶是2019年英国当代艺术基金会奖得主，2018年AAC（Award of Art China，艺术中国）提名艺术家之一，其作品收藏于大
英博物馆、上海徐汇美术馆、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和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等多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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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和
伦敦两地生活
与工作的我国
当代艺术家李
昶女士，5 年
前因一次邀约
来到海南昌
江，自此便深
深地对热带雨
林和黎族文化
着迷。今年8
月，她再访昌
江，补充、完善
创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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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昶声音影像装置作品画面。

扫码看李昶声音影像装置作品
《Silent Chorus 静中叠调》预告片

李昶在昌江霸王岭热带雨林中采
集自然界的声音。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李昶在拍摄昌江王下乡三派村黎族
小伙子韩进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