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雨对话建筑志：“我相信去留与否都是艺术家自己的选择” 

Fou gallery 否画廊  2019 年 2 月 17 日 

 

否画廊很荣幸地与大家分享来自建筑志公众号的黄家骏编写的关于否画廊创始人何雨的采访。采访全文

见下文。 

 

否画廊（Fou Gallery)被称为“一个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公寓画廊和创意实验室”。小编这周采访到

画廊的创办人何雨 Echo。Echo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纽约人：她嫁给了一个数学家，定居在史岱文森高地

（Stuyvesant Heights）历史街区位于布鲁克林的中心地带，该区域以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期的

砖 房 建 筑 群 为 特 色 ， 十 分 怀 旧 。 2016 年 ， 她 将 画 廊 迁 到 了 这 栋 始 建 于 1905 年 的 褐 石 建 筑

(brownstone)。不可不提的是，Echo 在平日是别的画廊的全职员工，却牺牲周末的空余来经营自己

的画廊，可见她寓工作于娱乐，对艺术全心全意的爱。否画廊重点关注展览和推广海外的中国当代艺术

家，代表艺术家包括陈栋帆、杜蒙、林延、迈克尔.伊德等。让我们一起了解它吧！ 

 

 

《兰昭形与杨人倩：山间》场景图，摄影：林沛超 ©兰昭形与杨人倩，致谢否画廊 

 

AR：你们曾经在去年夏天帮助陈栋帆投中宰也街的街头艺术标，能解说一下个中缘由吗？ 

FOU：我们通常很少参加大型的公共艺术项目，因为跟这种主题切合度非常高的项目不多。这次是因

为各方面的缘分都恰到好处，才幸运中标。这次项目经费不足，所幸有 Artbridge 一起协助，帮忙解决

颜料和清除的费用，让艺术家能够顺利完成作品。 

 

 



陈栋帆，《龙与花之歌》创作现场. 摄影：徐益英 ©陈栋帆，致谢纽约市交通管理局，华埠共同发展机构，否画廊和 Artbridge 

陈栋帆，《龙与花之歌》创作现场. 摄影：徐益英 ©陈栋帆，致谢纽约市交通管理局，华埠共同发展机构，否画廊和 Artbridge 
 



AR：提到经费问题，它并不局限于艺术创作领域，像现代艺术博物館 MoMA 的姐妹馆每年举办的

Young Architects Program，建筑师在制作和建造 Pavilion 也会面临经费不足的困境，甚至有听说

过中标的建筑师们自掏腰包为工程补底。 

FOU：艺术和政府机构给出的资金都不够多，艺术创作的路还是不好走的。 

陈栋帆，《龙与花之歌》创作现场. 摄影：徐益英 ©陈栋帆，致谢纽约市交通管理局，华埠共同发展机构，否画廊和 Artbridge 

陈栋帆，《龙与花之歌》鸟瞰图. 摄影师林沛超 ©陈栋帆，致谢纽约市交通管理局，华埠共同发展机构，否画廊和 Artbridge 
 



 

AR：能介绍一下你们画廊空间现在的展览吗？ 

FOU：这次是两个艺术家的对话展：杨人倩与兰昭形的双人展《山间》。杨呈现 2018 年在阿迪朗达克

（Adirondack）山脉 Craigardan 驻地艺术项目前后创作的陶瓷作品。其他驻地的还有艺术家、作家、

厨师等不同的创业人士，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互相激发创意与想法。 

 

 

 

AR：美国的不同城乡的机构喜欢资助各行业的创意专业从业者在它们提供的场地里创作出具体的作品。 

FOU：杨平常在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教授陶瓷，此次利用暑假的时间在山中宁静的环境下创作，

用黏土和纸浆相结合做出一些有实验性的新作。去年 6 月，她亦在景德镇国际艺术工作室创作了一系列

作品，之后在陶溪川美术馆展览。这些作品以建筑和城市景观为关注点，探讨了国内不断的拆迁与建造

的趋势，比如很多将传统的老东西推倒以后再用仿古的语言重建的现象。 

 

 

 



《兰昭形与杨人倩：山间》场景图，摄影：林沛超 ©兰昭形与杨人倩，致谢否画廊 

 

AR：我特别感兴趣她以艺术探讨城市的不同议题的过程。 

FOU：她还有一个系列《重造筑建》是由各种建筑配件翻模铸造而成，利用室内的一些钉子、门把手、

螺帽这些建筑物的细节用陶泥重塑，呈现这些日常家庭生活里最普通平凡的物件承载的回忆。 



 重造筑建 12，2018, 瓷泥，烧至 1300C，气窑, 1cm x 50cm（直径）©杨人倩，致谢否画廊 

重造筑建 15，2018, 瓷泥，烧至 1300C，气窑, 9cm x 24cm（直径）©杨人倩，致谢否画廊 
 

 

 



AR：这让我想到葡萄牙艺术家 Andr Vicente Gonalves 的作品系列 Windows of the World，通过

拍摄世界上的不同的住宅的门口，以小见大，表达城市的多样性。你可以继续介绍一下另外一位艺术家

的作品吗？ 

FOU：其他的就是兰昭形的作品。她从军队退役后成为了一名全职画家。展览中的画作大多在山西晋

南历山和福建福鼎创作。 

 

《兰昭形与杨人倩：山间》场景图，摄影：林沛超 ©兰昭形与杨人倩，致谢否画廊 



 
《兰昭形与杨人倩：山间》场景图，摄影：林沛超 ©兰昭形与杨人倩，致谢否画廊 

 

AR：为什么会把她们两个的作品放在一起？ 

FOU：杨人倩回国时我介绍她去拜访了兰昭形工作室。兰的艺术表达了她寄情山水的宁静，不同于现

在浮躁的艺术家气质。她的作品有一种现代的感觉，有点像中法画家常玉的画风。 

AR：有点像 David Hockey，或者 Alex Katz 的作品。 

 

AR：能介绍一下这个艺术空间吗？ 

FOU：这个空间是一百年前纽约传统的 Brownstone 公寓。画廊在一和二楼，我和丈夫住在四楼。我

们很喜欢邀请艺术家以这个空间本身去创作作品。譬如翟倞在否画廊空间现场创作的大幅黑板墙粉笔涂

鸦，呈现艺术家对于公共私人空间置换的思考与想像。或者林延用宣纸和墨翻铸了客厅（Parlor Room）

原始的建筑结构和细节——包括法式窗门、雕花暖气片、天花板的内饰等，再创作出具有建筑特性的装

置与绘画雕塑。它们悬挂于真实的门窗前，构建成一个虚实交错的空间，创造出一个超越日常经验的艺

术空间。 

 



 
《林延：门道》场景图. 摄影：Eugene Neduv ©2017 林延，致谢否画廊 

 
《翟倞：客厅》场景图. 摄影：朱喆  ©翟倞，致谢否画廊 

 



AR：他们都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国艺术家。是有什么原因令他们留恋美国？ 

FOU：我相信去留与否都是艺术家自己的选择。现在在中国创作，艺术家常常要面对政治、市场和商

业的压力，无法专心于自由创作。一些艺术家会更向往纽约和美国提供的一种相对自由的氛围。我很难

为其他艺术家说话，但于我自己而言，更喜欢纽约这样有社区感和支持性的土壤，能够让我在全职工作

以外还可以去经营一个另类的艺术空间，实践一种相对另类(alternative)的商业模式。纽约除了拥有

文化的多样性，却又不完全受制于商业导向的价值观。纽约能容得下另外的一些族群，高、低收入的人，

做文化金融的人都能在城市和谐地相处。 

 

 
陈栋帆与空间绘画（工作室 2018）项目. 摄影：徐益英 ©陈栋帆，致谢否画廊和陈栋帆工作室 



 
陈栋帆，广阔和隐秘的地方，2018. 布面丙烯、木炭，210.8 x 177.8 cm. 摄影：Eugene Neduv ©陈栋帆, 致谢否画廊 

陈栋帆，空间绘画（工作室 2018），2018 综合媒介. 摄影：李宇宏 ©陈栋帆，致谢否画廊和陈栋帆工作室 



 
陈栋帆，空间绘画（工作室 2018），2018 综合媒介. 摄影：李宇宏 ©陈栋帆，致谢否画廊和陈栋帆工作室 

 
林延，知止，水墨宣纸装置，700x488x300cm，2014 



 
林延，知止，水墨宣纸装置，700x488x300cm，2014 



 

否画廊 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公寓画廊和创意实验室,致力于推广和展示反映时代精神的艺术家和创意项

目。否是对现有商业画廊单一运营模式的抵抗,相信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创想的发动机,通过呈现有意

思的艺术和设计作品,为一种新型有机的艺术生态做出贡献。除常规的展览外,还定期举行未命题对话系

列艺术沙龙、艺术电影及独立电影放映、声音演出、家宴及艺术下午茶等活动,呈现多元可亲的艺术空

间样貌。 

 
//410 Jefferson Avenue, #1, Brooklyn, NY 11221  

纽约布鲁克林区 Jefferson 大道 410 号#1 // 

电话：(+1) 917 689 9355 

开放时间：周三至周六 11 am -6 pm， 

其余时间请邮件预约 

 

欢迎致函了解艺术家作品收藏信息： 

info@fougallery.com 

 

网站：www.fougallery.com 

微博：FouGallery-否画廊 

豆瓣：Fou Gallery 

微信：fougallery 

Facebook：Fou Gallery 

Instagram：fougallery 

 

https://mp.weixin.qq.com/s/4LILPdhW7pfiLT05uCMY-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