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終，在全球所有地區早已走出了疫情的影響，中國終於放寬其清零政策，人們亦可以回歸正常的生活作息。然而，

長達三年的隔離和流離失所對於身處在內地或海外的人，均造成了精神和生理上的嚴重打擊。

《循環放映V》的第一幕，名為《漂浮歲月》，彙集了藝術家李爽、蔣志以及由郝敬班，沈莘，施昀佑及瞿暢組成的楔Xiē

的錄像作品。

李爽的《Déjà Vu》（2022）別出心裁地交織了來自

隱藏攝像鏡頭的兩個錄像，一個是安裝在鴨子身上的

攝像鏡頭，另一個是來自藝術家李爽策劃的行為藝術

中演出者佩戴的智慧型眼鏡所捕捉到的畫面。《Déjà 

Vu》構建了兩個看似不相關卻親密相連的世界之間的

互動—— 動物界和文明世界。影片開首呈現一群穿

著 相同服裝的表演者，他們都扮演著藝術家李爽的角

色。焦點很快轉移到一群鴨子在日內瓦的一個動物救

援中心互動的場景，而藝術家曾一度在這城市生活而

不得返回中國。視點在鴨子攝像頭和智慧眼鏡之間循

環交替。藝術家通過字幕進行敘述，尖銳地影射著人

類理解和應付全球疫情的無能為力。

一個安檢門突兀的出現在一片荒無人煙的海灘上，為蔣志最新的影像作品《海浪》（2022）打下了基調。一個提著行李箱

的男子從海裡走出來，接受一系列的對身體的“安全檢查”，檢查來者是不是符合某個標準，甚至包括檢測來訪者是否是真

的人類？安檢，無疑是社會體制化的產物，更甚者是完全政治化的。安檢這種身體接觸是權力模式的表達，它意圖獲得某

個對象的認知，這種認知是附帶著權力的。任何認知都是權力的慾望，對秩序化的一種強制。一段時間以來，人們都認可

了安檢。人們的下意識被規訓，成為符合安全標準的人，並會越來越排斥在這個標準之外的人。作品讓人們看到“接觸”也

可以成為兩個或多個的身體互動的契機，它有點戲劇性地轉化了保安與乘客的相互影響，激發出身體的自然性，和互動共

生的關係，權力的不平等體制開始瓦解。

楔Xiē（郝敬班，沈莘，施昀佑 及 瞿暢）的名稱來源於三角斜木楔子，是用於固定兩個平面或製造新空隙的工具。楔Xiē體現

了群體面對前所未有的創傷時刻時所作的回應：培育新的、有意義的合作空間。楔Xiē的作品《何以為家？》（2022）在紐

約、北京、深圳和台北拍攝，整合了四位成員在疫情期間的一個普通日子中準備一頓飯的記錄。在烹飪過程中，每個人都反

參展藝術家：蔣志、李爽、Jen Liu、陸浩明、徐世琪、 楔 Xiē、忻慧姸、袁中天
2023年7月18日至8月26日

開幕酒會: 2023年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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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點畫廊榮幸呈現第五屆夏季放映項目《循環放映V》，一個專門為展出著名藝術家及新進藝術家影像作品而成立的平台。

今年該項目將持續六週，劃分為兩個主題，每個主題為期三週。期間，畫廊將會分為數個放映室，循環播放單頻藝術家

電影。在整個放映項目期間，另將在畫廊空間展示徐世琪的《這不是一個遊戲》和陸浩明的最新裝置雕塑《S audade 

Chandelier》及混合媒介作品《科技聖髑1》、《科技聖髑2》。

第一幕：「漂浮歲月」｜2023年7月18日至8月5日
藝術家：李爽、蔣志、楔 Xiē（郝敬班、沈莘、施昀佑 及 瞿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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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播放V》

李爽，《Déjà Vu》，2022，單頻道錄像（無聲），15'55”，版本：3 + AP

(圖片由柏林 Peres Projects 及刺點畫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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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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 25176238 或電郵

helena@blindspotgaller y.com 林小姐聯絡。

思了自己身處的城市中受制於疾症環境下的生活線索。楔Xiē的另一個影像作品《莘在冬天的冰河上學著與土地對話，佑的思

緒被天空中的軍演打斷，暢在山中遇見樹枝織成的網，班說這裡有人被圈著有人推倒了牆。》(2022)由楔Xiē拍攝的素材和網

上的視頻組成。影片從人們對長時間被封鎖的怒吼和軍用飛機在城市上空低飛劃過的噪音，轉變為自然風景的寧靜和無人機

在高空所攝得的鏡頭。這部作品概括了集體對創傷的記憶，展示了在主流聲音以外人們在疫情中的所見所聞。

陸浩明的《Saudade Chandelier》（2023）從幽靈學般的

角度去捕捉香港獨有的地理密碼。香港的沿海位置、山地景

觀、鄰近的水流系統等特點，使得其從水、空氣和光的元素

旋律中衍生並構成宇宙學中的基礎。 

高達兩米的雕塑裝置由一個升級改造的淘寶吊燈、牡蠣殼、

寺廟風車和祖堂祭壇用的燈泡組合而成。該作品暗示了香港

的早期歷史，沿海居民和船民在此地從事捕魚、採鹽和牡蠣

養殖，發展蓬勃。後來，香港的港灣水深成為了有利於海洋

貿易的路線，殖民者隨後將香港從一個地域性的前哨基地轉

變成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

水晶吊燈最早由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引入宮廷，展示出其作

為”太陽王”的財富和權力。作為一種媒介，光線的反复折射呈現出輕盈無重力的現象。乍看之下，這個回收得來的淘寶

吊燈，是一個從西方引進的階級的意符，以引起共鳴。但仔細觀察，它的失修狀態暴露了其廉價的塑膠鑄模造工。吊燈作

品籍地而立，由公共醫療系統中被廢棄的床頭櫃支撐，使得該吊燈能夠繼續釋演為藝術媒介，通過水晶反射出刺眼的消毒

紫外線，像陽光一般閃爍，而人工驅動的轉運風車正儲存著好運，祭祀用的神台紅燈保持常亮。回顧歷史，《Saudade 

Chandelier》展現了對一個已逝時代的緬懷；展望未來，它又對各種制度的持續性表示懷疑。

徐世琪的《這不是一個遊戲》（2021）通過編織電影、個人敘事和幻想來推測遊戲的歷史和未來。藝術家使用了1920年代

的早期電影片段，向觀眾展示了棋盤遊戲所包含的政治意義，各國之間的競爭在棋盤上得以彰顯，它就是戰場上的縮影。

遊戲的進程促進了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1996年，電腦系統Deep Blue在一次國際象棋比賽中擊敗了世界冠軍，揭示了一

個可怕的可能性，即機器在智力上超越人類。《這不是一個遊戲》大膽猜測了2029年的未來，如作品名所示，新穎的遊戲

類型成為了抗議的替代品，模糊了現實和虛擬之間的界線，將社會議題融入了遊戲的領域之中。

楔Xiē，《何以為家》，2022，單頻道錄像（無聲），36'00”，版本：5 + 2AP（柏林 

daadgalerie 委託項目）(圖片由藝術家及刺點畫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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