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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宓·马可维奇 

君子兰期权——跟运气游戏 

娜迪·奥洛纳斯基 

 

有些人永远试图在选择间流连。这些人不是没有一份工作或者甚至成家置业，也就是说缔结了各种生活契

约。虽然选择众多，他们却绝不比旁人活得更自在，不，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拒绝安定。他们一边履行义务、

追求享受，一边觊觑另一份工作和更大的房产，渴望移民、财富、新的伴侣，艳羡一切可以想象的生活途径和

职业；某些人穷其一生追逐一个又一个的目标，惟独这样他们才感觉生有所欢。这种跟可能性、期待与希望的

游戏为生活赋予了一种甜美而痛苦的巨大悬念，人们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这轮游戏，因为选择任何一方即意味着

放弃所有其它的可能。决定总是有些索然无味，令人失望，且常常带着一丝尘埃落定的失落感。因此，期待幸

福才是真正的幸福——这才是决定性的事实。 

瑞宓·马可维奇的最新装置《君子兰期权》在北京麦勒画廊首次展出，在这件诞生于北京和柏林两地的作
品中，对这种生活情绪和与之关联的世界运转机制进行思考。瑞宓·马可维奇沿用其一贯的创作手法，将多重
复杂的关联营造成一个臆想中的指涉空间，通过物体和图像的感观和诱惑打开通向该空间的门。光——透射，

曝光，照明，澄澈——总是在不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早在《仿自然》系列（1991－98年）中，瑞宓·马可
维奇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是头戴照明灯潜入他在书本中找到的图像世界。艺术中的“仿自然”创作决非只是对

自然的临摹或照搬，通过将对象转换为某种媒介，添减、重解、剖析与策演总是会发生。 

思想遨游 

纸是可以被忽略的价值品，书本也常因它们的分量而讨人嫌，然而，作为知识、理念、想象与情感的容

器，书本真正的价值产生在阅读者和观看者的大脑及心灵中。现在，感性更是成为了所有科学以及艺术的根

基。举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为例。当他们在为了生存开始划地为界的时候，他们是在对自身需求和自然条件作出

响应，他们的行为源于他们通过感官体验——如视觉、嗅觉、听觉或对寒冷、潮湿和汗水的经验——所获得的

认知。当今的科学尽管孜孜追求客观性，倚重仪器测量，然而，因为那些复杂的测量数据往往只有在通过电脑

转换成图像后才能被人理解，科学的解读越来越依赖于人的感官知觉。马可维奇在字面和引申的双重含义上透

射他在图片册——这些对世界的摄影图像阐释——中所得的发现，将被透射的书页正反两面交互重叠产生的图

像拍摄下来。马可维奇的所有的摄影作品，如《君子兰期权》和《旅途中》（2004年）中的图像都是依循这

一工作原则创作的。 

瑞宓·马可维奇为《旅途中》的图片配备了一些文学和科学类文章，游记和科学纪录讲述的是与非洲和亚
洲陌生世界的交往。《旅途中》是对接纳异域文化各种方式的探索：“白种”科学探索者注视着“斑斓”的热带或

异域世界，他们的目光在文化冲击、疾病和毒品的影响下其实多多少少有些混浊；尽管也力求客观科学，在这

种清醒与迷幻交融并存的状态下产生的报告、摄影或绘画作品事实上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可以被视为对现实

的文学性表述。《旅途中》的文本与图片以强力的感性揭示了这一点——这个世界美丽，这个世界斑斓，这个

世界恐怖而危险，这个世界是一个残忍、虚假、谵妄之地，有时，是这一切的全部。任何关于世界的话语都是

相对的，因为话语当然永远是建立在物质性与文化性感知基础上的。 

在规模庞大的《图书疗法》（2001－03年）中，瑞宓·马可维奇以书本为题剖析这个知识与情感的小宇
宙及经验的仓库。《图书疗法》不仅是对文学与语言、思想遨游、书本媒介、阅读之乐与阅读之瘾的多角度反

思，也是马可维奇与艺术家林明弘及众多朗读者的合作成果。在马可维奇的摄影机前，一些法国人朗读福楼拜

探讨人类痴迷于知识积累的未竟小说《布瓦尔与佩居谢》，在德国和瑞士念的是特弗里特·凯勒的教育小说
《绿衣亨利》，英国人朗诵的是丹尼尔·笛福从心理学和文化殖民角度来看颇有意味的游记小说《鲁宾逊漂流
记》，朗诵文本长达几百个小时。朗读者的合声营造了一个满载故事、图像和认知的空间，在这里，阅读是一

次幻想之旅，是过程、激情和嗜癖，积累和储存知识似乎是一个人类古来已有的欲望。 

纵横知识的宇宙 

马可维奇在《灵魂》展（2005/06年）中寻找的，是苏黎世维尔纳·科宁克斯私人艺术收藏的灵魂。该收
藏藏品多达14000件，其中的大部分多隐匿而不为人所知，马可维奇为这个几乎无法令人一目了然的收藏带来

了一丝光亮。《你并不孤独1&2》（2004年）剖析的是酒精这一合法毒品的问题。无论是这些作品还是书本展

览项目《旅途中》，在探索各种主题的同时，艺术家一直在反思所用媒介，摄影、录象、声音（语言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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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包括文学与研究、旅行与发现、对异域文化的接纳、殖民主义、收藏热和嗜癖，是一直重复出现的元

素。《你并不孤独1&2》由两部影像作品构成，反映了饮酒和酗酒问题。在一个整面墙大小的投影中，人们可

以看到行走在利物浦街道上的醉男醉女，投影的中央安置了一个平板视屏，显示的是一个奇怪的、在某种意义

上可以说是酒精之神的形象，人们可以同声听到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药剂师欧梅先生的念白。欧梅用

药片和文学满足包法利夫人的药瘾和书瘾，但他却是一个坚决的反酒精者，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禁酒能给

身为药剂师的他带来经济利益。 

贪欲和金钱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瑞宓·马可维奇的最新作品《君子兰期权1（中国制造）》。《君子兰期权》说的是包

括期权交易在内的衍生品交易问题。期权贸易定形于欧洲19世纪中叶的农业。农作物不易储存且受制于天气状

况，耕种对农民来说是一种风险十足的“限期营生”。然而早在1630年左右，一场前所未有的郁金香热就已经席

卷了荷兰，郁金香球茎成了交易市场上的首批衍生工具。人们签约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的价格买卖郁金香球

茎，结果是股市大热，1637年，郁金香交易轰然崩溃，引发了人类史上的第一次股市崩盘。 

原则上，以固定价格提前协定农作物买卖的做法能为农民提供一定的收入保障，然而，成为高投机工具，

这种交易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少弊病：运奴船抵岸之前，一切皆是未知数，奴隶期权应运而生。期权交易和它

的滥用恰恰体现了人类行为中的游戏方式。欣喜若狂，心灰意冷，乃至生前死后：一切皆以钱为本。甚至到了

灯枯油尽之时，人依然需要金钱来周转，而死亡则更是意味着一笔庞大的花费。金钱不仅是生存的必需品，占

有和累积金钱是一种真正的快感。没有什么能比证券，尤其是期权交易更能让生活刺激不安的了。在这里，每

个人灵魂中蛰伏着的猎取欲、赌瘾、收藏癖、贪欲和冒险欲都汇聚一处。期权是一种限期交易，投资者抱着侥

幸心理牟求甚于股票交易的快利，交易者以他人的亏损和惨败为代价，却自言自语鼓励自己避免损失，这种张

力极为扣人心悬。泡泡吹起，又破了，刺激的交易依然…… 

目前，衍生工具交易已大幅度占据了国际原材料、食品、外汇、证券和债券市场，甚至决定着无数家庭、

企业和政府的生死存亡。洋葱——瑞宓·马可维奇的取材——就曾经在印度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随着猪肉价
格的上涨，危机也渐渐逼近中国。洋葱和猪肉虽然平常无奇，人们的日常饮食却几乎少不了它们，它们的价格

甚至能够左右上至政坛精英的举措，因高昂的食品价格而引起的社会动乱是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承担得起的。 

机会的形式是性感的 

球茎本身便是典型的期权对象：它们（洋葱）是潜在的食品，它们（郁金香和百合花）也是潜在的花卉—

—从这些貌不惊人的葱头中能绽放出无比娇妍的花朵，一个绝妙的隐喻。通过作为人类史上首次股市崩盘的引

发物和通过《君子兰期权》，球茎与股市历史得以关联；作为物化的机会形式，作为食品和投机对象，它亦象

征性地表现了人处理物品和价值的行为方式。对马可维奇来说，球茎还提供了足够的诙谐（谁又愿意和一个葱

头那么可笑的东西严肃地打交道呢？），使他的作品避免激情的泛溢。 

《君子兰期权》以一个高达四米的玻璃钢发光体为中心。这是一个被放大得硕大无比的洋葱，被整形成了

一个性感而奇怪撩人的物体。艺术家以一枚半生半熟的洋葱作为雕塑原型是用意颇深的。中文中“生”可以寓

意非文明、野蛮和陌生（“生人”＝粗野的人，陌生人），“熟”则可以指涉文明和熟悉之事物（“熟人”＝

熟识的人，相识的人，朋友）。这枚洋葱处于一种由非文明到文明的过渡形态，世界上所有经济和国家形态—

—包括目前正在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中。 

此外，这个洋葱灯体还以一种怪诞的方式呼应了圣经和西方文化中的金牛神意象：人们可以围着这枚象征

金钱的洋葱跳舞，同时可以放肆地窥视它半遮半掩葱皮裙下的内容。它既诱人，又引人厌恶，它既是欲望的对

象，同时又幽默地象征着金钱快欲这一凝聚各民族和各文化的力量；甚至在艺术交易中，它的地位也常常比艺

术本身的意义远为重要。 

除了洋葱灯体雕塑，装置《君子兰期权》的另一个组成部分郁金香图片系列《球茎牛市》也意在表现这种

充满矛盾的美丽、性感和招引人虫的光芒这种市场适应性。股市术语“牛市”表达的是人们对行情上涨，利润

丰厚，即对增值的期望。马可维奇为每幅郁金香照片配上一个期权名，如“美式”、“亚式”或“欧式期权”。这些

图片回顾了历史中的第一次股市崩盘和之前的郁金香热。郁金香原产于中国与西藏、俄国、阿富汗交界处的天

山边陲，后经奥斯曼帝国进入欧洲。人之所以迷恋郁金香，并非出于怜香惜玉之情，而是想通过买卖它们来赚

取高额利润。然而，这种纯属谋求资本增殖的贪欲正是任何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的根基。 

马可维奇用光透射书本的图页，然后把它们拍下来，如此得来的郁金香图是翻版的翻版的翻版，这样一

来，作为媒介的摄影、印刷术和书本也成了反思的对象。乍看起来，这些图片感性精致，充满魅力，简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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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而细品之后，观看者会在其中发现一种沉重、不安、抗拒注视的内容：在郁金香主题的重复和堆迭中，自

然和技术的不祥联姻怵然入目，经过长久以来的积极奋斗，植物、动物、人类及其所有渺不可见的零件已浑然

一体，末日正在伺机以待。 

在瑞宓·马可维奇的新作中，光线依然是摄影过程的一部分，照片的曝光、视屏和灯体雕塑的投影中均有
光线的参与。庞大的洋葱虽然怪异，却也不乏诗意，正如构成《图书疗法》主体部分的大型发光雕塑《马铃薯

盆景》一样，它们充满诱惑力的灯体先照亮展览，后点明意义。 

泪流 

将辛苦赚来的，或更为糟糕——将借来的钱押在一场赛马或斗鸡上，这样的人到处都有。赌欲和对金钱的

占有欲具有凝聚民族的力量。中国政府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它的国民引入资本主义体系，同时，通过

加强与非洲的贸易往来，为其蒸蒸日上的经济争取原料和能源保障。中国正在成为资本大国，与其它任何走过

或走着同样道路的国家一样，它发现了对其它文明的接纳和剥削，发现了股市这一金钱增值机器。 

中国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经历了一次拜金热。在一股不亚于17世纪欧洲郁金香狂潮的君子兰热

中，“疯狂君子兰”引发了一个股市小型崩盘。赌、贪和对物质成功的合法愿望由此看来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开

花已久，政府焦虑社会的和谐将因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和一触即破的投机泡沫而受到威胁。 

切洋葱会让人流泪，洋葱期权贸易崩溃带来的冷浴也能使人涕泪横流。这些问题以及君子兰热都是《君子

兰期权》的探讨对象。然而：马可维奇《君子兰期权》的《蜘蛛兰遇上君子兰》部分是以一个涵义深而有趣的误译为出

发点的。中国君子兰热之根源在西方被误以为是蜘蛛兰，这一诱人的误读正是与红色的蜘蛛兰令人联想起性爱和情

欲有关。那种引起暴涨暴跌的的植物其实是君子兰（英文名“bush lily”，德文名“Klivie”）。一帧由布艺红色蜘蛛兰

和君子兰花瓣镶边的视屏中，一个缠着头的（那些送郁金香葱头的奥斯曼人在从远处招手）淋浴器喷头喷着

水，声轨中传出哭声，这些哭声是马可维奇从一些美、亚、欧电影中剪截下来的：这一幕虽然并不完全真实，却

依然充满美感。人一边感到毛骨悚然，一边又不得不笑：资本主义体系充满了矛盾和阴暗面，与贪欲和对权力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事实不仅体现在金钱、性和权力结盟的卖淫业中，限期的期权交易世界同样也充满

了快感、权力和无力感。这种交易只有在两人对同一事物持两种相反看法的前提下才能运作，买家与卖家，幸

与不幸相生相伴。 

艺术市场亦无异样。人们在这里期待的不仅仅是美好的认知和知识带来的快乐，人们期盼的也是价值的增

殖，即经济权势和快感的提升。马可维奇的《君子兰期权》以一种分析带讽刺的姿态处理这一低庸却又错综复

杂的情结；换言之，他不用一个明确的定义来作解答，而是照亮（不仅用洋葱灯！）这种情结的多个角度。艺

术家从个人喜好出发，在围绕着麻醉、收集癖和侦觅、对异族文明的接纳和剥削这些意义域中游戏，聚焦这种

世界经济机制因其而得以运转的人类本能。《君子兰期权》是对疯狂贸易背后无所不在的心理机制的一个感性

切身的剖析，同时也是一篇关于期权思维这一生命动力的视觉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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