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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亚康法 
「机场」

2023 年 5 月 27 日至 10 月 14 日 
北京市顺义区金航东路 3 号院 D7 楼 4 层 

艺术家兼电影制作人约翰·亚康法 (John Akomfrah) 的中国首次个展将在里森画廊北京空间呈现，展出一件
三频影像装置《机场》(The Airport，2016)。该作品围绕希腊历史、2007 至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及其创伤
展开沉思。亚康法的作品近年频繁受邀参与重要国际双年展：继 2019 年参加好评如潮的威尼斯双年展加
纳馆开馆展，亚康法将代表英国参加 2024 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今年 2 月，亚康法的两部全新委托创作影
像也在沙迦双年展上首映。2023年初，亚康法在英国国王新年授勋名单中被授予骑士爵位；此前他曾在
2017 年获得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时长 53 分钟的《机场》是一件深奥莫测的沉浸式影像装置，其叙事跟随一位宇航员的脚步展开，他降落
在希腊南部，并把基地建立在雅典附近的一座废弃机场。影像中有许多无家可归的神秘人物，比如一位

身穿晚礼服、重温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的老人，以及一只猎食的猩猩和几个孤独的旅人。艺术家借鉴希腊

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 (Theo Angelopoulos) 的移动长镜头，对雅典及希腊南部的景观进行了跟拍。通过
如梦似幻的场景，作品探讨着帝王统治产生的深远影响，深掘萦绕着人们集体意识的记忆——这些徘徊
不散的往事既体现于实体的建筑遗迹中，也存在于几代人的心灵轨迹中。

伴随悠扬的背景音乐，交织着电影、文学、哲学和艺术的叙事勾勒出人类废墟与自然风景并存的画面。

亚康法在这件作品中还呼应了两位电影大师的创作——影片松散灵活的时间线参考了斯坦利·库布里克 
(Stanley Kubrick) 1968 年的电影《2001 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对西奥·安哲罗普洛斯 (Theo 
Angelopoulos) 的借鉴则体现在镜头、角色与场景的持续移动，及其呈现出的诗意。 

《机场》是亚康法众多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他在 1980 年代以“黑人音频电影团体” (Black Audio Film 
Collective) 创始成员的身份崭露头角。在过去的 40 年里，亚康法一直用影像来挑战传统历史观，直面后
殖民主义、非裔种族身份认同、离散经验、人口迁移以及环境破坏等议题。他以蒙太奇与拼贴技术闻

名，作品以融合影像资料、新闻片段、摄影静帧与全新拍摄的素材为特色。通过哲学辩证法，以及采用

来自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图像，亚康法构建出复杂巧妙的观影体验，邀请我们以批判性的视角审视历史叙

事。

关于艺术家 

约翰·亚康法 (John Akomfrah) 是著名英国艺术家、电影制作人，作品多围绕回忆、后殖民主义、时间性和美学

等话题，探索全球移民的海外经历。1982 年，他与艺术家大卫·劳森 (David Lawson) 和琳娜·戈帕尔 (Lina 
Gopaul) 在伦敦共同创立了影响深远的“黑人音频电影团体”(Black Audio Film Collective)，几位艺术家的合作

延续至今。他们的首部电影作品《汉兹沃思之歌》(Handsworth Songs, 1986) 聚焦 1985 年在伯明翰和伦敦爆发

的暴乱，影片中呈现大量的档案影像、照片和新闻片段。这部影片荣获诸多国际大奖，并奠定了亚康法独具个

人特点的多层次视觉风格。其他著名作品包括三频装置《未完成的对话》(The Unfinished Conversation, 2012)，
呈现文化理论家斯图尔特·霍尔 (Stuart Hall) 生活和工作的动态肖像影片；以德国艺术家阿尔布雷特·丢勒 
(Albrecht Dürer) 16 世纪创作的两幅肖像作品为灵感源泉，对其中人物的生活展开想象的《转折》(Peripeteia, 



	

	 	

2012)；揭露英国移民的经历，以经济困难与种族问题质疑英国所谓的应许之地的《谟涅摩绪涅》(Mnemosyne, 
2010) 。 
 
2015 年，亚康法推出三频影像装置《眩晕的海》(Vertigo Sea, 2015)，探索思想家和文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

生 (Ralph Waldo Emerson) 所说的“浩瀚壮美的海洋”，影片通过聚集档案资料、经典读本与全新拍摄的片段

呈现捕鲸行业的残忍与乱象，并将这些镜头与大量移民前赴后继漂洋过海找寻美好生活的场景并置。2017
年，亚康法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展出了他迄今为止最大的电影装置《紫》(Purple, 2017)，这件六频影像装置

涉及气候变化、人类社区与荒野的主题。《紫》由瑞典默奥大学当代艺术博物馆、奥地利 TBA21–Academy、

波士顿当代艺术学院博物馆、里斯本贝拉多收藏品博物馆，及莫斯科当代文化中心共同委托创作。亚康法在第

四届新奥尔良三年展呈现《预示》 (Precarity, 2017)，作品追溯被遗忘的新奥尔良爵士歌手查尔斯·博尔登 
(Charles 'Buddy' Bolden) 的一生。2019 年，亚康法在第 58届威尼斯双年展加纳馆展出《四夜》(Four Nocturnes, 
2019)，反映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破坏与自我毁灭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约翰·亚康法出生于 1957 年，目前在伦敦生活和工作。他在世界各地广泛地举办过个展，包括赫希洪博物馆及

雕塑公园，华盛顿，美国 (2022)；米德兰兹艺术中心，伯明翰，英国 (2022)； E-WERK 艺术中心，弗赖堡，

德国 (2022)；莱米现代艺术馆，萨斯卡通，加拿大 (2022)； 汤纳伊斯特本美术馆，伊斯特本，英国 (2021)；安
东尼·塔皮埃斯基金会，巴塞罗那，西班牙 (2021)；安达卢西亚当代艺术中心，塞维利亚，西班牙 (2020)；西
雅图美术馆，美国 (2020)；维也纳分离派展览馆，奥地利 (2020)；波罗的海当代艺术中心，盖茨黑德，英国 
(2019)；波士顿当代艺术学院博物馆，马萨诸塞州，美国 (2019)；贝拉多收藏品博物馆，里斯本，葡萄牙 
(2018)；新美术馆，纽约，美国 (2018)；默奥大学当代艺术博物馆，瑞典 (2015, 2018)；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

馆，美国 (2018)；提森·波涅米萨博物馆，马德里，西班牙 (2018)；巴比肯艺术中心，伦敦，英国 (2017)；惠特

沃斯美术馆，曼彻斯特，英国 (2017)；特纳当代美术馆，马盖特，英国 (2016)；尼古拉当代艺术中心，哥本哈

根，丹麦 (2016)；STUK 艺术中心，鲁汶，比利时 (2016)；伊莱和伊迪特·布罗德美术馆，密歇根，美国 
(2014)；泰特美术馆，伦敦，英国 (2013-2014)；及于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呈现为期一周的作品放映 
(2011)。他参加的国际群展包括：北卡罗来纳州艺术博物馆，罗利，美国 (2022)；釜山现代美术馆，釜山，韩

国 (2021)；KUBE 艺术博物馆，阿雷颂德，挪威 (2021)；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 (2021)；第 58届威尼斯双年展

加纳馆，意大利 (2019)；新美术馆联乘 The Store X，伦敦，英国 (2018)；第四届新奥尔良三年展，新奥尔良，

美国 (2017)；米兰三年展，米兰 (2017)；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美国 (2017)；「British Art Show 8」 (2015-
2017)；第 56届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 (2015)；海沃德美术馆，伦敦，英国 (2015)；首尔市立北首尔美术馆，

韩国 (2014)；第 11届沙迦双年展，阿联酋 (2013)；利物浦双年展，英国 (2012)；台北双年展 (2012) 等。他的

作品还曾在诸多国际电影节上展映，包括 2011 年及 2013 年美国犹他圣丹斯电影节，和 2012 年加拿大多伦多

国 际 电 影 节 等 。 他 于 2017 年 荣 获  Artes Mundi 国 际 艺 术 奖 ， 2023 年 被 授 予 骑 士 爵 位 。 
 
关于里森画廊 

里森画廊是全球最具影响力及历史悠久的国际当代艺术画廊之一。目前画廊通过在伦敦、纽约、洛杉矶、上海

和北京设立的艺术空间，支持和发展的国际艺术家超过 60 位。里森画廊由尼古拉斯·劳格斯戴尔 (Nicholas 
Logsdail) 于 1967 年创立，开启了在艺术史中占极为重要地位的极简艺术和观念艺术先驱的职业艺术生涯，如

艺术和语言创作团体 (Art & Language)、卡尔·安德烈 (Carl Andre)、丹尼尔·布伦 (Daniel Buren)、唐纳德·贾德 
(Donald Judd)、约翰·莱瑟姆 (John Latham)、索尔·勒维特 (Sol LeWitt)、理查德·朗 (Richard Long) 和罗伯特·雷
曼 (Robert Ryman) 等艺术家。画廊如今仍和其中多位艺术家合作，包括卡门·埃雷拉 (Carmen Herrera) 和利

昂·波克·史密斯 (Leon Polk Smith) 等多位同辈著名艺术家和艺术遗产管理团队。在画廊的第二个十年中，它向

公众首次介绍了英国一代重要的雕塑艺术家，其中有托尼·克拉格  (Tony Cragg)、理查德·迪肯  (Richard 
Deacon)、安尼施·卡普尔 (Anish Kapoor)、 施拉泽·赫什阿里 (Shirazeh Houshiary) 和朱利安·奥培 (Julian Opie)。
自 2000 年起， 画廊代理多位国际一线艺术家，包括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Marina Abramović)、约翰·亚康法 
(John Akomfrah)、苏珊·席勒 (Susan Hiller)、宫岛达男 (Tatsuo Miyajima) 和肖恩·斯库利 (Sean Scully) 等国际一

线艺术家。画廊同时着力支持和推动包括科里·阿肯吉尔 (Cory Arcangel)、瑞安·甘德 (Ryan Gander)、范·海诺斯 
(Van Hanos)、休·海登 (Hugh Hayden)、哈龙·米尔扎 (Haroon Mirza)、劳瑞·普罗沃斯特 (Laure Prouvost)、佩德

罗·雷耶斯 (Pedro Reyes)、瓦尔·肖基 (Wael Shawky) 和切尼·汤普森 (Cheyney Thompson) 等在内的年轻一代艺术

家职业生涯的发展和国际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