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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 of Tranquility
May 17 — Jun 15, 2025 | YUE Art Museum, Yantai, China

5月16日，越美术馆正式开幕，首展“宁静之海”同步开放。

越美术馆位于大学校园中，在东方剑桥教育集团的支持下成立。首馆位于美丽的滨海城市山东烟台，筹备中的哈尔滨

馆将于2026年正式开放。双馆联动，依托深厚的教育资源，将当代艺术内容与人文艺术教育进行跨地域式探索，致力

于校园内的新型教育实践，围绕着“飞越城市，穿越校园，跨越边界”的目标与宗旨，打造城市艺术新坐标。

在16日上午的开幕致辞中，越美术馆创始人、东方剑桥教育集团董事长于越表示：“科技越发达，人文越重要，这是

我们要回应的时代命题。希望越美术馆能够通过丰富的艺术内容与活动实现多元功能，成为校园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也成为学生人文素养提升的重要载体。”

越美术馆馆长及联合创始人马豪也表示：“越美术馆承载着东方剑桥教育集团的教育理想与我们的艺术公益事业理想。

未来越美术馆将与国际一流美术馆接轨，同时成为校园里的精神花园，让老师与同学们在艺术的熏陶中度过休憩时光。

”

开馆展“宁静之海”以烟台这座滨海城市为起点，从其独特的地缘文化中寻找与“海”相关的时间残片。借由文字体系，

传说，象征符号以及城市图景等路径来探讨某一地域的文明与文化传统如何在地缘因素和工业的共同作用下演进。在

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涌现之际，谱写对未知探险的赞歌。

该展览汇聚了13位艺术家的30余件/组作品，涵盖绘画、装置、雕塑、摄影和影像等，我们希望借由此次展览将更多

元的当代艺术形式带入烟台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展览由两部分构成

1-主展区《宁静之海》

该展区分为三个章节和一处委任作品展区。

李青与胡为一对于城市图景的兴趣作为两位艺术家关注的共同点，他们使用了许多建筑图像作为创作的信息来源，共

同构成“城市迷思”章节。

张移北对防御机制进行意象探索的《钢盔》、艺术家任莉莉表达对记忆机制思考的一些列作品、常羽辰用马来语逻辑

将珊瑚遗骸编织成的《珊瑚词典》和陈若璠探讨环境危机与情感庇护议题的《登岛日记》共同构成“关于海的记忆”

章节。

在“物欲之海”章节，艺术家谭永勍的科学家、造物者形象置于佘海晴创造出梦幻而又真切的人造自然景观的尽头，

仿佛造物者凌驾于物欲之海，同时曹舒怡的影像《离岸的形状》描绘了一个关于“离岸”的时空事件的星丛。这一章

节绘制了出了自然与人造物，制造与人工智能，消费主义与生产关系等多重元素交互的思维迷宫。

此次展览的委任作品为艺术家胡为一的《缓缓归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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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缓归航》延续了胡为一“低级景观”系列中对图像与物性关系的持续探索。作品围绕一只清末时期由海外漂流至

胶东半岛的老式旅行箱展开，艺术家在其内部嵌入微缩景观、八组摄影轨道与多屏影像系统，构建出一个由微距影像

实时驱动的“物的剧场”。在自动化连续拍摄中，装置生成多视角、分时段的图像叙事，使时间、记忆与观看在动态

系统中交织流动。

作品回应展览地胶东半岛的地方历史与海洋文化。艺术家采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渔民、海军与沿海居民的历史照片，

并与AI生成的“海神”图像并置，构建历史与神话、人间与神域缠绕共生的视觉语境。算法塑形的“神祇”与档案图

像中的平民形象共同栖居于这只缓缓返航的旅行箱中，展开一场关于海洋、迁徙与视觉神话的多重叙事。

 

2-《浮岛剧场》

一个漂浮于展览的放映空间，费亦宁、厉槟源、蒲英玮和陶辉四位艺术家的作品在此展出。

剧场不仅展映与“海”有关的影像，也构成一个“漂流的空间”隐喻，承载想象、休憩与重构的可能。在这里，影像

与现实互相映照，观众在影像循环中与自身的时间错位短暂重逢。

展览期间，越美术馆将举办一系列艺术工作坊，邀请观众朋友们一起跃入这场 “宁静之海”。

该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