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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泰尔 · 鲍姆嘉通：早年创作 
玛丽安 · 古德曼纽约画廊 
2020年 1月 9日—2月 15日 
 
 
        玛丽安 · 古德曼纽约画廊非常荣幸举办洛泰尔 · 鲍姆嘉通（Lothar Baumgarten，
1944-2018）个展。展览已于 1月 9日开幕，并将持续至 2月 15日。 
 
        艺术家逝世前曾深度参与策划此次展览。“洛泰尔 · 鲍姆嘉通：早年创作”
（Lothar Baumgarten: The Early Years）聚焦其风格确立时期的一批作品，以此向艺
术家致敬。作为德国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鲍姆嘉通影响了其后整整一代艺术家。

自 1985年至今，他一直由玛丽安 · 古德曼画廊代理。 
 
        鲍姆嘉通 1977 和 1978 年初赴南美，与当地土著部落亚诺玛米人（Yanomami）
一起生活，这段经历如今被视为其传奇之旅。 展览汇集的作品年代更早，为艺术
家 1968至 1977年间在莱茵兰地区创作，七十年代末起艺术家广为人知的作品中的
风格在这一时期已初现端倪。早期的鲍姆嘉通建立了一套贯穿其全部创作的视觉语

言，也因此迅速受到瞩目并走入大众视野，例如参加 1972 年哈罗德 · 史泽曼
（Harald Szeemann）策划的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 
 
        鲍姆嘉通从小在科隆长大，经历了二战的最后几年。由于父亲是民族志学者，
他很早便熟知比较文化研究，并且自一开始就对人类学的方法及其分类原则充满兴

趣。有关文化差异的思想、认知和表现形式无一不体现着这些原则。 
 
        六十年代末，鲍姆嘉通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Dusseldorf art academy）学习，
师从约瑟夫 · 博伊斯（Joseph Beuys）。当时的他以艺术家身份创作了第一批作品，
发觉自己身处的文化环境由一种后法西斯时代的先锋精神（post-fascist pioneering 
spirit）主导，并在莱茵兰地区催生了一片活跃而独特的艺术景象。鲍姆嘉通很快
便发展出一套深受观念主义影响的独特艺术语言。当时流行的观念主义脱离了将记

忆本身及其与德国法西斯过往难以挣脱的联系进行“景观化”（spectacularization）
的趋势。对此，德国艺术史学家本雅明 · H · D · 布赫洛（Benjamin H.D.Buchloh）
写道：“1960 年代后期，德国精神分析学家亚历山大 · 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断定整个国家处于一种无力哀悼的集体状态。脱离德国的这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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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对死亡的沉思转移到生存受到威胁甚至濒临灭绝的部落人群身上，可以说，在此

过程中，哀悼是经由转移而产生的。” 
 
        从始至终，在鲍姆嘉通的艺术实践中，媒介均呈现高度的开放和自由。他通过
摄影、素描、雕塑、装置、幻灯投影、电影和文字等方式表达，并从法国民族志学

者及人类学家克洛德 ·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分析中汲
取灵感，试图在艺术创作中追溯和折射出在西方影响下构建的观点。鲍姆嘉通认为

“自己虽受困于西方思维模式，但一直对‘他者’充满好奇”，而且“若不了解另

一种文化，便无法反映出自己的文化环境”。 
 
        在画廊北厅展出的一系列彩色摄影作品，选自 1968 至 1972年的《文化—自然
（被操控的现实）》（Culture-Nature（Manipulated Reality））系列，以及记录艺
术家的临时在地雕塑的一批黑白摄影，其中包括他在离家不远的莱茵河谷湿地搭建

和拍摄的作品。当把爬行动物和水塘，丛林和甘蓝，金字塔和鼹鼠丘放置在一起，

意义和表现形式是如此脆弱，结构主义的二元性是如此显而易见，一目了然。 
 
        纸本作品《画着飞机的地图》（Map with Planes，1968）和《分子 II》
（Molecules II，1968）依旧表现的是战争中的轰炸，而《梦幻素描》（Dream 
Drawing，1968）中的神秘生物似乎开始暗示在人的潜意识某处有一种超现实主义
式的逃避。 
 
        在微观雕塑《温室（圭亚那）》（1969 - 72/2012）中, 鲍姆嘉通把家乡本地产
的紫叶甘蓝和一种飞蛾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环境，并以圭亚那

（毗邻亚马逊盆地，其热带雨林仍保持完好）命名，以此瓦解欧洲和非欧洲文化之

间的距离。 
 
        作品《金字塔》（1968/1982/2020）将画廊的北陈列厅变成了一处彩色模型景
观。地板上的雕塑可能会令人联想到画家伊夫 · 克莱因（Yves Klein）或鲍姆嘉通
的朋友布林基 · 巴勒莫（Blinky Palermo），而金字塔则暗指古老的高雅文化、脆
弱性和短暂性。在该作品最初创作的年代，科隆迎来了世界首个艺术博览会，鲍姆

嘉通深感将面对市场准则日益加强的制约，而这些临时雕塑正是他对此的回应。 
 
        在画廊南厅展出的幻灯投影作品《悬而未决的物品》（Unsettled Objects，
1969）中的 81张照片拍摄于牛津的皮特 · 里弗斯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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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地呈现了欧洲博物馆是如何展示和保存民族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藏品。在这件作

品中鲍姆嘉通首次加入文字。艺术家选取的动词和副词似乎在对图像本身以及分门

别类和保存等科学活动进行评论和质疑，是较早出现的一种对批判体制的认同。 
 
        近两个小时的电影《黑夜的起源（亚马逊宇宙）》（The Origin of The Night
（Amazon Cosmos），1973-77）借鉴了南美土著图皮族的神话，是一场对热带雨
林的沉思，拍摄地点却在杜塞尔多夫机场附近的莱茵河边。电影中，昼与夜、新旧

世界、自然和文化的二分对立，以令人沉醉的方式徐徐展开。直到片尾字幕处，艺

术家才揭开了影片中那些扣人心弦、富有诗意的画面源于何地。艺评家玛格丽

特 · 桑德尔（Margaret Sundell）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也可用于描述鲍姆嘉通的整个艺
术实践：“他的作品‘显然也是一座符号森林’。” 
 
 

——玛丽安 · 古德曼纽约画廊策展执行总监菲利普 · 凯泽，2019年 12月 
 
 
关于艺术家 
 
        1984年，洛泰尔 · 鲍姆嘉通代表德国参加了第 41届威尼斯双年展，并获得金
狮奖。他的作品也曾参加第五、七、九以及十届卡塞尔文献展（1972 年，1982 年，
1992年，1997年）。 
 
        过去的十年中，艺术家曾在多地举办个展，其中包括：马德里的索菲娅王后国
家艺术中心博物馆水晶宫（2016）、西班牙桑坦德的博廷艺术基金会 （2012）、
德国埃森的弗柯望博物馆（2011）、奥地利布雷根茨的奥地利布雷根茨美术馆
（2009）、巴塞罗那的巴塞罗那当代艺术博物馆（2008）以及德国克莱沃的柯豪斯
艺术博物馆（2006）。 
 
        艺术家近年参加的群展包括：米兰当代艺术研究所举办的“Apologia della 
storia—历史学家的行业”（Apologia della storia-The historian’s craft，2019）；厄
瓜多尔第十四届昆卡双年展“鲜活的结构 /艺术作为一种多重体验”（Living 
Structures / Art as a Plural Experience，2018）；巴西圣保罗绘画陈列馆举办的“起
源的发明”（Invention of Origin，2018）；西班牙桑坦德博廷艺术中心的“重置的
风景”（ The Reconfigured Landscape， 2018）；德国美因茨美术馆群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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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STER, 1754-2015”（参展艺术家包括：洛泰尔 · 鲍姆嘉通、卡米耶 · 昂罗、
弗里德曼 · 冯 · 斯托克豪森）；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双年展（2014）；慕尼黑艺术之
家的“地球的尽头，大地艺术 1974”（Ends of the Earth, Land Art to 1974，2013）；
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群展（2013）等。 

       鲍姆嘉通曾获德国埃森的 mfi 艺术与建筑大奖（mfi Award，2003）；德国汉
堡的里希瓦克奖（lichtwark Prize，1997）；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最高奖项金狮奖
（The Golden Lion，1984）；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立奖（prize of the State of 
Nordhein-Westfalen ， 1976 ）；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立奖（  prize of the City of 
Dusseldorf，1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