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刺點畫廊榮幸呈現畫廊的第四次夏季放映項目《循環放映4》。是次放映將分為三幕，每幕為期兩個星期。期間，畫廊將分

為四個放映空間，循環播放單頻藝術家電影。同時，三件錄像作品將貫穿整個放映項目，呈現於展覽之中。

第一幕放映將呈現四位來自大中華及國際地區藝術家的錄像創作，他們包括智海、許哲瑜、劉毅及袁中天。一直以來，動

畫與移動影像都有著彼此交錯的複雜關係，第一幕所關注的正是藝術家如何為圖像/概念賦予動態，同時，這些創作又如何

驅動/感動藝術家自身。第一幕試探著動畫與其它媒介、類型的融合，藉此勾勒出一個具有延伸性的動畫領域。其中，水墨

繪畫、新聞報道、檔案影像、無人機素材、卡通繪圖等創作手法被藝術家們巧妙地編織，匯聚為深具心理意涵的敘事，探

索並「動」化著心靈與世界的故事。在後-後製作時代，電影的體驗愈發流暢、順滑，然而在第一幕中，藝術家們所呈現的

世界卻充滿粗糲感、斷裂、故障以及改變的能量。

劉毅的創作手法近似於傳統動畫或手繪動畫：藝術家

在紙上以漸進的順序畫出圖像，並透過倒轉播放呈現

出一幀幀動態影像。劉氏的繪畫使用水墨和宣紙，她

藉助水墨的液態特質製造流動且變幻的形態。正如默

片時代的動態卡通製作，劉氏亦與作曲家合作，為動

畫創作聲軌，藉助聲音強調敘事中的情緒變化。《度

口》(2015）中，藝術家以墨汁融入水中時散出的不

同顏色為靈感，以斑斕的色彩呈現致幻劑服用者所描

述的感官體驗。《混沌記》 (2014）則延續了這種心

理學強度，作品充盈著難以預知的變幻。其中，人與

自然、交配與暴力、防衛與爆發、熵變與逃逸的場景

彼此交融，構成令人坐立難安的意識洪流。不確定性

與不可預見性成為作品讚頌的特質，在《混沌記》中，我們見證著那些徹底改變生活的歷史瞬間，以及行動造就的激進自

由。

許哲瑜的《穿顱透寫》(2018）玩味著法證紀錄片的拍攝形式。影片使用電腦動畫再現數個場景，包括犯罪行為、受害者

腐屍上的清晰面容，以及一位家庭成員少年時期的記憶。在一場網吧外的爭執之後，一個少年被人謀殺，隨後，《蘋果新

聞》以他們著名的電子技術將這一社會事件製作成充滿煽動效應的動畫短片。在另一個事件中，警察試圖藉助鉛筆素描調

查一個頭骨腐爛的無名女屍的真實身份。許氏採訪涉案警官以及3D動畫部門的分鏡總監，試圖理解這種以科學理性為掩護

的實證手法。不同於大眾媒體對凶殺及陳年舊案的痴迷，許氏將動畫視為一個奇異的空間，它能夠調解死亡、在不可尋回

的記憶中探尋真相，並在未知的心靈宮殿中展開推想性的考古實踐。

策展人：俞迪祈
參展藝術家：Agil Abdullayev、Luke Casey、智海、許哲瑜、Christian Jankowski、林東鵬、劉毅、
Chulayarnnon Siriphol、徐世琪、TT Takemoto、陳玉瓊、曾家偉、王拓、袁中天、袁廣鳴
2022年7月19日至8月27日

開幕酒會: 2022年7月16，星期六，下午4時至6時半

地點: 刺點畫廊 (香港黃竹坑道28號保濟工業大廈15樓)

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6時30分 (星期日及星期一只供預約)；公眾假期休息

第一幕: 2022年7月19日智七月30日
「我隨畫動：動畫及復合形態」
藝術家：智海、許哲瑜、劉毅、袁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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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毅，《混沌記》，2014，單頻道錄像，8’00”。(圖片由藝術家及刺點畫廊提供。)

《循環播放IV》



關於刺點畫廊

創辦於2010年，刺點畫廊是一間建基於香港的當代藝術畫廊。畫

廊初期以當代攝影及影像主導的創作為重點，及後持續發展至融合

各種當代藝術媒介。畫廊展出新晉和著名藝術家，他們主要是來自

香港及亞洲地區的藝術家，但亦有海外的藝術家。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5176238 或電郵

sharon@blindspotgaller y.com馮小姐聯絡。

袁中天的《武漢朋克》(2020）是一部講述武漢故事的散文電影。武漢這座歷史古城現正作為Covid-19的最早爆發地而廣

為人知。影片中，一位操武漢方言的旁述者以第一人稱敘事講述著關於武漢的諸多記憶，包括武漢朋克樂隊「死逗樂」消

失的前成員、東湖自治中心、無政府主義者們佔領的表演場地，以及1998年的特大洪水。作品中的影像徘徊在無人機素材

和計算機合成圖像之間。其中，神秘的工業城市在後末世煙霧中散髮著詭異的微光，徬彿預示著它在烈焰中的毀滅。藝術

家將喧囂的聲場與骯髒的景觀進行奇異的交織，動畫成為他標誌地方、創造記憶的手法。疫情期間創作於倫敦的《武漢朋

克》呈現出一場神秘的降神會，召喚著消失的朋克和被流放的革

命者的靈魂。它試圖視覺化那些存在於歷史與當下的、不可見又

不可言說的災難與苦難。

相比起計算機或人工智能無縫生成的圖像，傳統動畫的靈魂

則 徘 徊 於 延 續 與 斷 裂 之 間 。 改 編 自 台 灣 詩 人 鴻 鴻 短 片 小 說

《旋轉木馬》的《灰掐》是智海創作於2007年的漫畫。他2022

年的同名動畫使用《灰掐》中的鉛筆繪畫，重訪連環畫的傳

統 。《灰掐》講述一列火車在一座島嶼上循環的無盡之旅。一

路上，車廂持續地分離與接合，車廂上的乘客不斷等待並失去著

他們的愛人。隨著海浪將一批批的人、行李、車廂、夢想與渴望

吞噬，火車的悲劇一次次地循環往復。

《循環播放IV》播放期間，展廳的中央門廊將持續播放三位香港藝術家的作品，展現著城市生活中異化、荒誕與懸置的感

官體驗 。陳玉瓊的《Scavenger》(2008）記錄了街頭拾荒者林婆婆的表演。表演中，她推著一座原尺寸、紙皮製的匯豐

銀行石獅，帶著這沈重的殖民主義象徵，在中環擁擠的人行道樞紐上行走 。她的行走指涉著晚期資本主義的殘酷邏輯：在

日復一日的財政危機廢墟中回收與再造、自由職業與不穩定性、拾荒與打撈。曾家偉的《t o u c h》(2019）紀錄了藝術

家重複將白色手套扔在玻璃屏幕上的動作。只有當手套觸及屏幕的瞬間，屏幕才有畫面顯現。即便是最敏銳的觀眾也難以

預測這突如其來的顯影。原來，這透薄的屏幕（Duchamp提出的“次薄”概念）竟然代表著影像與觀眾、虛擬與現實世界間

的距離。 Luke Casey的《House Of A Thousand Assholes》(2022）見證了一個廣東人的旅程：這位主角拖著行李從

怡和大廈出發（即呼應作品名的多孔大廈），疲憊地經過中環半山扶梯爬上太平山頂，然後再焦急地下行至石澳海灘的海

水之中。這位堅定前行的旅客象徵著新一批的移居者，尋找著希望、自由，或許還有尊嚴。

SCREENING SCHEDULE  放映時間表

SCENE 1   
19 –  30.7

Curated by Nick Yu 策展人 : 俞迪祈

Chihoi  智海

Hsu Che-Yu  許哲瑜

Liu Yi  劉毅

Chris Zhongtian Yuan  袁中天

Agil Abdullayev

Lam Tung Pang  林東鵬

Chulayarnnon Siriphol
Angela Su  徐世琪

TT Takemoto
Yuan Goang-Ming  袁廣鳴

Luke Casey
Yuk King Tan  陳玉瓊

 Eason Tsang Ka Wai  曾家偉

SCENE 2
2 –  13.8  

SCENE 3
16 –  27.8   

ALSO ON VIEW
同時展出

19.7 –  27.8

The Way We Move: Animation and Hybrid Forms  我隨畫動 : 動畫及復合形態

Hope and Resistance  希望與抵抗

Spotlight: Christian Jankowski and Wang Tuo

The Train  灰掐, 2007/2022
Lacuna  穿顱透寫, 2018
A Travel Inward  度口, 2015
Chaos Theory  混沌記, 2014
Wuhan Punk  武漢朋克, 2020

3’54”
40’31”

4’30”
8’00”

12’01”

Pink City I (How to survive: 
A Promotional video) , 2018
Pink City II (as soft boys go deeper), 2021
Curiosity Box Hong Kong 
(Sound Tour, 1st July, 2015) , 2015

The Internationale, 2018
Caspiar, 2017
Lookng for Jiro, 2011
The 561st Hour of Occupation, 2014

2’52”

16’30”
4’36”

5’51”
5’20” 
5’45”
5’56”

4‘10“
14’48”

11’9”

House Of A Thousand Assholes, 2022
Scavenger, 2008
t o u c h, 2019

Christian Jankowski

Wang Tuo  王拓

Defense Mechanism, 2021
Massage Masters, 2017
Telemistica, 1999
Die Jagd, 1992
Tungus  通古斯, 2021
Smoke and Fire  煙火, 2018

28’57”
36’43”
21’55”

1’10”
69’27”
31’17”

智海，《灰掐》，2007/2022，單頻道錄像，3’54”。
(圖片由藝術家及刺點畫廊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