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精准撞击》 

99 艺术网采访 

 

99 艺术网：你的创作似乎一直围绕在素描与其他媒介的关系上，但并不是材料

性的实验，而是通过行为去打破某种边界？ 

任瀚：是的，我一直以来都在不断思考素描的定义。中文的素描一词其实是在

字面上狭隘地将它定义为单色画，最多还有朴素的意思。它在英文 drawing 中是

来自动词，带有“拉动、拽、抽取”等意思，我更愿意将它定义为“思维和身体

活动的记录”。相比绘画来讲,素描更私密化，在过去是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

因为它是艺术家进行研究的记录，比如达芬奇的那些素描，是为他的绘画、雕塑、

机器做准备而画的。在当代素描开始被重视起来，因为在一个机械生产的时代，

素描和艺术家个人的关系更加难得，这种媒介与人之间联系的紧密性是其他媒介

难以代替的，它更简单、直接、真实。如果将素描不局限在传统的材料上的限制

的话，那么他的操作空间是很大的，比如我们的行走轨迹可以是素描，泥土、花

瓣在墙上摩擦的痕迹可以是素描，它与雕塑、装置、行为等媒介间会形成奇妙的

连接。 



 

99 艺术网：以自己身体为测仪进行创作，本身虽然已经尽量保持高度一致、用

力均衡，但你一定知道最后仍然存在误差，只能获得相对的精准。包括观众只能

找到一个特定的点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环形，这就有了视觉误差，因为它有三面

墙。你觉得今天作品完成后，效果如何？精准与误差的概念，有没有新的刷新认

识？ 

任瀚：效果上我还是认可的，但是因为我盯着它看得太久了，所以我想过一段

时间重新回过来看才能做出更明确的判断。这件作品对于我作为艺术家的个人来

说，整个实施的过程是更关键的，我更享受这一次身体意志的体验，先作为规则

制定者去设定一系列规则，然后变成执行者去慢慢落实，过程中一边在自我监管，

一边由于疲惫也在试图寻找规则的漏洞钻空子。我要求实施过程中身体必须保持

直立，手臂必须伸长达到离眼睛的最远端，手会达到比较难以把控的姿势，这样

会更容易出差错。为了适应形状要寻找不同的操作角度，加上肌肉的疲劳，心情

的变化和墙壁材质的不均匀等因素，这根线条是深浅不一的，有的地方会掉下更

多墙皮，有的地方则只有很小的洞。在这个过程中我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意外的发

生，而是主动期待与“意外”进行博弈。这是一场关于规则与漏洞，常规与意外，

理性与感性之间的较量。而对于观众来说，他们看到这样一个结果，更确切说是

一个“事件的现场”，通过这些细小的痕迹回想曾发生的过程。而我预设的视点

也是根据我自己的视线高度设定的，不是我们常规展览悬挂作品的常规高度，

“我的视角”只是一个设定，观众要不要看到那个最平面完整的环形其实是不重

要的，重要的是体会这个寻找“准确”的过程体验。 

 

99 艺术网：除了艺术家身份，你也是再生空间计划的联合创始人，对于这个空

间的创作实施，你是如何规划的？ 

任瀚：再生空间计划进入第三年，我们由一开始的依靠原始激情和好奇心作为

动力进行工作，逐渐转入更理性严谨地规范和梳理工作的阶段。我们更把注意力



投入到三个方面，一方面如何为艺术家提供更好的帮助，将艺术家的资料进行整

理存档，另一方面希望能带动更多没接触过当代艺术的居民参与进来，在宣传上

做出更多努力，最后就是学术上的建设，引入专业的理论家参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