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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刘娃和鲍杨希望一同拍摄，倒不是说不愿拍单人

照，而是他们觉得，在一起时才更自然，无限接近平时的真实状态。

他们的艺术创作同样密不可分，几乎每一步都共同行进，不存

在谁引领谁跟随。他们相信彼此的直觉和感受力可以弥补自身的

局限。他们坚信着，两个人一定胜过一个人。

1_

在声音装置《超声物SOUNDMASS》 现场，鲍杨和刘娃望

着窗外的大楼，提及了“时间”，他们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鲍杨是这样说的：“2021年7月17日，我们看到了它，用人的眼

光去看，它就在那里。一百年后呢？也许会发生很美妙的事情，也许

会发生很黑暗的事情，一切可能性都存在。我们正在时间中游泳，很

难确定自己究竟是在往前走还是往后走，往左走或是往右走。”

倘若一个人在时间中游泳，可能就会如刘娃说的那样，艺术是

这样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很孤独。但自从有另一人做伴，一切就

变得不同起来。

2_超声物和超生物

上海徐汇滨江立着5个白色储油罐，它们原本属于龙华机场，如

今被改造成上海油罐艺术中心。今年盛夏的某一天，在挑高超过15

米的油罐内部，将释放某些“东西”，鲍杨和刘娃称之为“超声物”。

布展阶段，一切尚未搭建。油罐里冷气不足，即便什么都不

做，也会有汗水沿脊背流下来。鲍杨站在油罐中间和工作人员沟

通，不清晰的对话声波动着传到站在油罐边缘的我们的耳朵里。

刘娃拎了一袋咖啡走过去，问鲍杨需要喝什么，边说边将袋子

搁在了地上。

鲍杨蹲下身子，从袋子里随意地拿出一杯咖啡，凑近杯沿喝了

一口，用手抹了一下嘴。刘娃问，你需要管子吗？鲍杨摇摇头。

接着，鲍杨找到油罐正中间的位置，拿出蓝牙音箱，调整数次，

抬头看看穹顶：“这里距离最大。”他拿出手机，播放自己创作的《午

夜魑魅幻想曲》 （Late Night Savage）。他举起手指，示意大家

留意听音乐在空间里经过内壁反射产生的变化。

“这是我从未听到过的声音—回声造成叠加—你想象一

下，声音原本是这样的，当它和另一个声音聚合，突然形成一个球

体，这球体是你在其他空间中不可能遇到的。”

现场表演只安排7月17日这一天。

在鲍杨放下小小蓝牙音箱的地方长出一架施坦威钢琴和几个

巨型音箱，它们的目标是从内部“占领”油罐，将它同化成最雄伟的

发声器。此外，成为乐器零件的还有当天走进油罐的每一位观众。

两位艺术家觉得，油罐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比他们预期的要

好出百倍。鲍杨说：“观众走进来围成一圈，声音又开始发生变化

了—就像是乐器一直在变。据说，当天来了500多人，人数增加

或减少，都会令声音发生改变，每个人都在改变这个声音。”

油罐内巨大而空旷，回声延时至少在7至10秒之间，因此鲍杨

在现场必须随时调整弹奏的轻重缓急：“你要牵着它，不牵着它，它

就会掉下来或者消失；它会和另外一个声音对上，当它们紧紧缠在

一起的时候，我要用一种力量来打破它们。”

鲍杨用了“牵”这个字，仿佛存在某个被囿于油罐之中的无形

生物，它虽无形，但人们又可以明确感知到它的存在。它奔走、游动，

时而温柔时而暴烈，遭遇同类会追逐、缠斗。它是鲍杨创造出来的。

“这庞大的声音是我弹了钢琴以后才会有的。” 他说道，“我

们每一个人都是超shēng物，无论是生活的‘生’，还是声音的

‘声’—我们都是超生/声物，因为我们都具有某种超越自我生理

（极限）的力量。”

和其他艺术展一样，这场展览里除了鲍杨和刘娃创造出来的庞

大“超声物”，还有各种琐碎的工作隐藏其后。从展厅安排的沟通到

海报的张贴，甚至演奏会当天的人员报备，都由刘娃亲自处理，她是

完美主义者（同时，她不忘补充“有时候，鲍杨比我更完美主义”）：

“每个细节如果不是自己做的话，肯定不会完全称心如意。”

刘娃让鲍杨专心只想着演奏一件事：“他演奏的时候非常辛

苦，需要思考很多事情，我知道。那么我希望他除此之外什么都不

用想，都由我来负责，他只需要感受空间、声音和他之间的关系。

没有他的演奏，这一切都不会成立。”

3_死亡谷和拥抱感

当然，并不能说是刘娃“支持”鲍杨的创作，更准确的用词是

“合作”。于是我们谈起那场死亡谷之旅，谈起刘娃鲍杨因旅程而

创作的《午夜魑魅》 —这是一场单独的展览，也是《超声物》 现

场放映的影像，聚焦风滚草、向日葵和骆驼草三种植物的日与夜。

死亡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东南部，地势险峻、气候恶

劣，是北美洲最干燥的地方。“因为道路复杂，又常遇到极端天气，

所以一直是他开车，每天开八九个小时。”鲍杨开车时，刘娃负责查

资料、看路况，所有分工是自然而然的。

这是一段需要彼此照料依赖的旅程，极端环境将人与人间的

距离压缩：“我们自觉地保护对方，包括在人身安全上、在饮食上，

我会淋着大雨做饭，她会淋着大雨找路……我俩的创作也是如此，

完全平等，她是女人，也是男人；我是男人，也是女人。”

这里是死亡谷啊，如T.S.艾略特诗句中的意象，“从死去的土

地里/培育出丁香，把记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时间被一一抚平。

相识前，鲍杨和刘娃没有听说过对方。刘娃当时在麻省理工

学院攻读艺术文化与科技硕士学位。鲍杨曾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

位物理学教授合作了一个关于“黑洞”的歌剧。一见面，他们就立

刻发现，两人之前所做的事情，此刻感兴趣的方向，甚至一直以来

思考的问题，都是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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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杨
Bao Yang

艺术家和钢琴家。
在美国纽约茱莉亚音乐
学院附中学习钢琴演奏，
并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
获得钢琴演奏本科和硕
士学位。 鲍杨多 化的
作 合音乐、 影及

， 用增 现实和人工
能等手段，创造多感官

的艺术体验。鲍杨和刘娃
共 同 创 作 作 《午 夜 魑
魅》，并原创《午夜魑魅幻
想曲》。刘娃

Liu Wa
艺术家， 业于美国
大学，获得人类学与艺术
专业本科 学位，现攻读
麻省理工学院艺术文化
与科技硕士学位。刘娃的
作 用装置、影像、绘
画等 ，通过 经技术
构建沉浸式的 动场 ，

问人文与科技之间
的 力关系。她的作

展览及收藏于多个国家
的美术 与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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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的荒原里同行

鲍杨 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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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对我们来说是基础，它就是空气，就是光，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鲍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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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演奏的时候非常辛苦，需要思考很多事情，我知道。那么我希望他

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用想，都由我来负责，他只需要感受空间、声音和

他之间的关系。没有他的演奏，这一切都不会成立。

                                          —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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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杨是天真的创作者，他真诚地说道：“艺术，对我们来说是基

础，它就是空气，就是光，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午夜魑魅》的合作

不是在讨论中诞生的，是“自然地，种子生长出来”，是“我们去旅

行，在旅行中产生的”。就像其英文名字的由来：深夜，两人在洛杉

矶停车，鲍杨没能停到一个“完美”的位置。他们开始担心会不会

吃罚单。车内正好在播放21 Savage的Savage Mode，于是鲍

杨和刘娃突发灵感，不如就叫“Late Night Savage”。

我们问起鲍杨，在旅途中某个令他难忘的场景—此刻在他

脑海中浮现的。他说：“是那天晚上，车胎爆了。我们正在拍摄，四

周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们，还有大自然。接着下雨了，死亡谷（在那

个季节）几乎不下雨，那个味道，像是死亡和复生的味道。我们就

一直拍一直拍，哪怕车不能动了，我们也会拍下去。”

之后，又单独问了刘娃同一个问题。

刘娃想了一会儿，说：“我跟他说的可能是同一个，爆胎那次。”

她又说起旅行行程过半，突然发现其中一种植物的拍摄素材不够，

“我们下决心开回去，现在听起来‘开回去’是很轻松的事，但其实

没那么简单。我们需要开好几天，才能回到原先的地方。你很难预

测接下去会碰到什么状况，可能突然就下雪了……究竟选择掉头，

还是继续前进，没人知道当下的决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无论决

定是对或不对，我们都是一致的。”

有惊无险的故事有许多，最叫人难忘的是鲍杨讲的—称不

上“故事”，更像某个片段。

鲍杨和刘娃一边开着车，一边听着音乐。一路上，他们听了很

多音乐，各种各样的音乐，统统来自鲍杨的playlist。他根据车窗外

的景色、情境，选择恰当的音乐，“我觉得，这个音乐很适合此时此

刻，我把自己对音乐的感觉分享给她。这是我俩的时间、我俩的故

事，也是我俩跟大自然的故事。”

鲍杨曾一个人来过死亡谷，在200万年前，死亡谷还拥有内海

和湿地，如今水分蒸发，干涸成谷。“在这里，你会有一种怀念，对地

球、大自然的怀念。这里充满了拥抱感。”鲍杨希望可以带刘娃去

这个全世界他最喜欢的地方。

4_耳朵和眼睛

我们的拍摄影棚靠近河道，这里曾是上海机床厂的厂房，如今

被改建成了影视产业园。恰是台风“烟花”来袭前的大晴天，远远

看着鲍杨和刘娃经过一面涂鸦墙走来，突然想起鲍杨曾说过：“我

们的合作是最完美、最和谐的。”他们跳过了磨合和获取信任的步

骤，直接进入“不约而同”的轨道：在意视觉和听觉的结合，善于塑

造沉浸式的多感官体验，并与科技紧密结合。

两人绝不是一方顺从另一方：“我们是不同的，有不同的想法，

加在一起，变成了我们都想不到的答案。”该如何形容呢？鲍杨用

了一个比喻，像放风筝，“放一放，又得拉一拉，不能永远拉风筝，拉

太紧了就没有了flow，没有chance进来，你要相信chance。对我

来说，在进行一些高于自身的创作时，不能只依赖自身的经验，因

为每个人的经验都有其局限性。”

他们总是学着将自己放低，这样才能看得更多，感受更多—

“Feel more。我们做的不仅仅是让自己feel more，更是在想各

种方法让大家feel more。”

在创作《午夜魑魅》的时候，刘娃会问鲍杨，你觉得这个黑色

几何形放在哪里最合适？

在多数情况下，鲍杨给出的答案和刘娃设想的答案相似，但偶

尔也会产生偏差，刘娃提到一幅画，“画中是向日葵，底下有一个巨

大的黑色矩形，那就是他想到的。最初我想画的是三角形，是出于

学绘画的人对构图的直觉，是一种固有思路。我不会把巨大的黑

色矩形放在那个位置。但那种令人不舒服的感觉，反而会让观众

打一个问号—打一个问号比打一个句号更好”。

“又比如，某一幅画中有一个圆形，鲍杨一定要我把圆形往下

挪一厘米，我说，现在这样我觉得特别舒服，也不差那一厘米—

那也是我的直觉。后来，我仔细想了想，为什么不能‘难受’一点呢，

为什么要那么‘舒服’呢？”

刘娃相信鲍杨的“眼睛”，正如鲍杨相信刘娃的“耳朵”。

在音乐上，鲍杨一定是更专业的。他三岁半开始学习古典钢

琴，之后在美国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钢琴演奏，在新英格

兰音乐学院获得钢琴演奏硕士学位。“音乐家光依靠耳朵是不够

的，如果那样，还不如当一个机器。我相信刘娃的耳朵，是相信刘

娃这个人，相信她从耳朵收到的一些信息。”

“我相信刘娃，甚至超过相信很多专业人士。因为专业中有陷

阱。每个人都会落入陷阱，我也会落入自己的陷阱。但我俩刚好可

以填补对方的陷阱，最终变为平地，而不是‘啪’地变成两个大坑。”

“你怎么那么形象，都有画面感了。”刘娃笑道。

热烈地信任对方，同时保持纯粹，纯粹的源头是“对音乐的爱，

对艺术的爱，或者说，对自然的爱，对宇宙的爱，热爱的过程中，尽

量做一些有趣的东西”。鲍杨和刘娃同行，“不是永远盯着对方，而

是往前看，我们看的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间，只不过，我们感受

到了对方的灵魂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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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杨： 黑色 、黑色长 、大  为Dior Homme  布 Ami

不是永远盯着对方，而是往前看，

我们看的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间，只不过，

我们感受到了对方的灵魂和心。

                                                —鲍杨

究竟选择掉头，还是继续前进，没人知道

当下的决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但无论决定是对或不对，我们都是一致的。

—刘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