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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画廊”（Fou Gallery）藏匿于布鲁克林道贝德福—斯都维森（Bedford-Stuyvesant）一条林荫

小道中，这里除了举办各种展览开幕、艺术家对话和招待会之外，也是休闲放松和社区活动空间，

举办各种私人宴会、茶会和每月定期的影像放映、音乐会和其他表演活动。画廊由何雨创办于 

2013 年，是一家独立于主流纽约艺术圈之外的画廊。 

 

“传统上来说，商业艺术画廊都是以非常简单的商业模式运营：将艺术作品卖给一小撮收藏家，

以支持画廊运营。而通常情况下，画廊都是在一个‘白盒子’里，让交易更直接明了。收藏家倾

向于从大型画廊购买具有‘投资价值’的艺术家作品，而较小的画廊则难以参与其中。” 她说。 

 

     



 
何雨对否画廊有不一样的期望。虽然否画廊也会出售艺术品来维持运营，但同时还会举办文化、

美食及其他活动，吸引不同人群。中文里的“否”意为否定，由“不”字和“口”字组成。“加

在一起就是沉默的意思。”何雨解释说，“我们希望默默地推广自己。而且，‘fou’在法语意指

疯狂，在苏格兰语里又有喝醉的意思。” 

 

否画廊主要代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以及以传统中国艺术媒介和概念创作的艺术家作品。“在纽

约有很多中国艺术家，尤其是到这里来读书的年轻一代，他们比较难找到地方来展示自己的作品。

他们比较难能融入当地社区。”何雨说。而在否画廊，艺术家不但可以展示自己的作品，还能认

识其他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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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刘唱在 2016 年举办的首次个展就在否画廊，她非常肯定画廊一直在做的事情。“有很多像

我一样年轻的艺术家，他们人生中第一次个展都在否画廊举办。”她说，“与那些被利益和传统

所向导的画廊不同，在这里艺术家们并不会受到限制，他们能够有机会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呈现个

人作品。” 

 

近期以来，画廊内陈列了玻璃艺术家杜蒙、摄影师朱喆和 Fernando Villela、画家陈栋帆以及多媒

体艺术家韩沁等多名艺术家的作品。同时，画廊还以各种方式帮助艺术家们。“之前有一整个夏

天，我都在国内进行着艺术家驻地项目和一些展览。” 韩沁回忆道，“当时我把作品集发给了何

雨，她发现我在作品集中遗漏了我最近的展览信息，并让我加进去。我觉得能有人为我和我的个

人发展考虑，并为我提供专业的意见，令我非常触动。有时候做艺术是一件孤独的事，但能有一

位这样的导师陪伴在身边，我倍感鼓舞。” 

 

 



 
中国传统的艺术价值强调与自然世界的连接，这也是画廊创立理念的核心。何雨认为，他们提供

了一个秉持“金钱至上观”的主流艺术界以外的艺术空间。“目前人类有两大信仰：科技和金钱。

因此，人们有一种更深层的需要，是回归自己内心。我认为传统的中国美学会有帮助。”她说，

“我在画廊想要创造或展示的正是这种古老的传统。这是一种对神的敬畏，但这种神不属于任何

宗教，而是指与地球万物的联系，对宇宙的回归。” 

 

 
 

去否画廊采访时，那里正在举办 Michael Eade 的《刹那》（“past is present is future”）展览。

从这次展览的作品，不难看出何雨的这些艺术理念。Eade 的画作描绘了不同版本的生命之树，结

合世界神话，探索人类与自然在文化层面的不同关系。这些描画树木和森林的作品与从画廊外探

进屋里的真实树木相互映衬。何雨并不是单纯要推广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她的目标是促进一种艺

术与人，人与自然世界真正的连接。 

 

     
 



 

 
 

否画廊的活动空间并不局限于画廊本身，还会在其它场地运营，努力将艺术带到不同的地方。

“比如，我们在纽约市交通管理局和华埠共同发展机构的协助下，支持艺术家陈栋帆展示其公共

艺术项目《龙与花之歌》，在宰也街（Doyers Street）街面创作了 64 米长的壁画。否画廊还为 

Wix Academy 学院设计专业的学生专门举办了“一天计划”，其中包括艺术工作坊和音乐会，还

将协助华美协进社 2019 年的 Blue Cloud Gala 慈善晚会策划特殊的艺术项目，呈现刘唱和杨人倩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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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雨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商科专业。在攻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国际博士学位时，她意识到自己选

择的这条道路只是为了取悦他人，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在阿姆斯特丹生活了一段时间后，

她回到北京，在一个地下艺术家社区生活了一年。她决定了选择艺术。之后她进入北京佩斯画廊



 
实习，最终申请入读了纽约大学的视觉艺术管理专业。“在纽约，我继续在佩斯画廊兼职工作，

后来也在佳士得拍卖行实习。”她说，“也是在那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在拍卖行工作并不是我想

追求的职业生涯。艺术作品只剩下金钱价值，而且也没有办法跟艺术家合作。艺术沦为了一种资

本收益。” 

 

 
 

后来，何雨和同学杨嘉茜一起想到了创办一间公寓画廊，并在 2013 年成立否画廊。2016 年，画

廊搬到了贝德福—斯都维森的新址。要为画廊找一个永久的家并不容易。何雨曾经为了找合适又

负担得起的场地奔波了好几个月，最后几乎快要放弃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 2016 年的冬季。

我遇到了同样刚毕业的玻璃艺术家杜蒙。我们俩都有一些签证的问题。那天风很大，我俩走在街

上，我告诉她，我找到了画廊的理想场地。我跟她说，如果能重新开空间，我们要一起做个展

览。”后来，杜蒙就在否画廊举办了自己首个个人作品展。 

 

“这个画廊是一个生活和艺术互为补充的空间。这种相互性不是假装的，而是真实的。从一开始，

我就想让画廊有一间厨房。”何雨说道，因为她希望否画廊感觉像一个家，因此，这个画廊也是

她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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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雨希望否画廊能成为囊括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科学家、农业研究者、建筑师，还有各行各

业的创意人士相聚、协作的空间。她认为互联网占掉了现代生活的太大部分，所有人都可以出现

在网上，但却没有人真正在体验生活本身。“生命中真正的快乐不能只想着自己，而是要考虑世

界的整体性。”她说。“这就是否画廊真正想做的事。” 

 

 
 

地址: 

美国 

纽约布鲁克林区 

Jefferson 大道 410 号 #1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一不对外开放 

周六，上午 11 点至下午 6 点（其余时间请邮件预约） 

 

喜欢我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 Neocha 的微博与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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