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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摄影艺术家张北⾠和他的11565公⾥影像

项⽬

“我站在岸边，风中似乎听到那些古⽼的声⾳”。

这段话取⾃艺术家张北⾠的散⽂电影《11，565公⾥》中的⼀个⽚段，画⾯上，⼀座码头孤

独地坐落在灌⽊丛之中，远处⼀艘巨轮正在缓缓的驶向码头。这部散⽂电影诗意的回溯了⼀件

编号为“40-35-4“的汉代⽯墓碎⽚⽯由20世纪初的中国⼭东半岛被转运到了今天它的展陈

地宾⼣法尼亚⼤学考古与⼈类学博物馆的故事，与其背后相关的⼭东半岛殖民图像史。该艺术

项⽬已在海外⼊围了“15届西班⽛加利西亚国际⼈类学电影节”“亚利桑那州独⽴电影

节”，并于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正在进⾏的“共振：2020年（第⼗⼆届）三影堂摄影奖

作品展”进⾏展出，获得了媒体的⼴泛关注。

图⽚截选⾃散⽂电影《11,565公⾥项⽬》，张北⾠，2020年

个⼈叙事影像构建出的⼀段⽂物迁徙史

⾃2018年起，张北⾠⼀直关注于美国博物馆中馆藏中国⽂物流通与转移的历史。⼀次偶然的

参观经历，使得他发现了坐落于费城宾⼣法尼亚⼤学考古与⼈类学博物馆中的⼀⽚亚洲⽂物编

号“40-35-4”的汉代⽯墓碎⽚，在了解到对于这件⽂物的介绍以及其背景故事以后，他由此

发起来名为11,565公⾥项⽬的摄影档案调查。他认为档案型摄影项⽬并⾮局限于实地踏查的

调研性项⽬，艺术家可以借助⾃⾝摄影档案的思维模式通过对于现代与过去的影像进⾏⽐较，

回溯与重构，再度构建出属于⾃⼰的叙事，这种叙事有别于博物馆等机构型的叙事，能够对博

物馆的权⼒动态提出了多层⾯的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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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40-35-4“⽂物的3D打印样本，11,565公⾥摄影项⽬在马⾥兰艺术学院主楼的展出，

张北⾠，2019年

从2018年6⽉开始，张北⾠开始对棺材碎⽚”（对象编号：40-35-4）中国⽂物进⾏研究。

他的这项调查结合了摄影与历史考察，该项⽬跨越了多个地区，从中国东海岸到美国，耗时达

17个⽉。他介⼊到⽥野调查，⽂物复制，历史⽂本的研究以及博物馆机构批评等多个维度。

尝试进⾏了对于⼀件⽂物不为⼈知故事的挖掘以及图像化的转录。

他的考察范围由该器物历史所展开，由此，张北⾠开始思考历史物质与⽂本之间的表述关系，

以及其背后的意义。在此基础之上，他的影像调查不仅仅是⼀个单⼀的器物历史的研究，⽽是

以艺术家的⾝份介⼊其中，将中国⼭东半岛的殖民历史，现代美国博物馆故事融合在了他所创

造的影像之中。通过他的图像，影像与⽂字巧妙的进⾏了梳理与呈现。他的影像，具有⼀种萧

瑟的空间感并极富纪念性，以极其冷静，客观的穿透⼒洞穿了历史的表征之下那些缺失的线索

和信息。图像所呈现的景观因为其调查的指引，以及⽂字的丰富的暗⽰性，⽽带领观者进⼊了

⼀次在现代废墟与古代遗址之间的穿梭。例如在他使⽤特写镜头刻画的古城墙中，他缓慢且诗

意的特写将古城墙的没落以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对抗的历史贯穿其中，同时，伴以章节性的

⽂字结构，让⽂字与图像之间产⽣的微妙联系，使得⼴阔的⽂物40-35-4的图像空间得以建

⽴，把历史中缺失或者被取代的相关故事再次以物理⽅式所呈现。

图⽚截选⾃散⽂电影《11,565公⾥项⽬》，张北⾠，2020年

11,565公⾥的背后：每⼀张图像都是⼀座档案

“在2018年的时候，我⾄南⾮考察，在约翰内斯堡唐⼈街的商铺⾥看到了⼀些来⾃于中国的

古董。那⼀刻对于我来说，有巨⼤的冲击。在11,565公⾥外的博物馆、在更为遥远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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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感觉到这背后也许是⼀个巨⼤的⽹络。”张北⾠在他接受三影堂摄影艺术中⼼的专访时说

到。

⾃2018年起，他开始进⾏了该艺术项⽬中的另⼀个重要部分11565收藏计划，该计划是进⾏

⼴泛的历史图像，信件与⽂字搜索，通过整理与收藏⼤量有关该历史的私⼈图像，将信件与图

像视为⼀种证据去证明探索路线的可⾏性，同时，这种收藏⾏为也是对西⽅博物馆收藏⾏为的

⼀种戏仿。艺术家通过个⼈的收藏以“博物馆⼝吻去叙述个⼈收藏”进⾏档案制作，呈现出对

于机构性叙事的⼀种⽡解和分割，隐喻背后的关于⽂物合法性问题以及殖民历史关系。

11,565公⾥摄影项⽬在三影堂摄影艺术中⼼的展出，张北⾠，2020年，图⽚致谢：北京三影

堂摄影艺术中⼼

他的收藏计划与其摄影书装置⼀同在马⾥兰艺术学院的主楼进⾏了展览，该项⽬给与了观者庞

⼤的线索，观者可以看到1890年的胶东港⼝的渔夫，也可以先到布满起落架的现代化中国海

岸的景观；被帝国主义⼊侵的⼭村以及富有反抗精神的渔村等等。他所提供的每⼀个线索与他

的摄影和他所搜集的影像相互关联，给与观者⼀种对于那个时空的想象和追忆。他发起的11,5

65收藏计划，将关于这段历史故事的图像进⾏了个⼈的整理和归档，并在此基础上，赋予了

他们⼀层新的语境，重新思考了记忆与权⼒的关系，他将博物馆视为⼀个权⼒机构，通过影像

对其进⾏了重重的解构，对于权威的历史转译提出了⾃⼰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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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65公⾥收藏计划”在马⾥兰艺术学院主楼的展出，张北⾠，2019年

⽂物40-35-4与冷门⽂物不为⼈知的背后

每⼀个博物馆都具有它们的“明星⽂物”这⼀宣传的背后，为博物馆增加了许多⼈⽓以及知名

度，例如与⽂物“40-35-4”⽂物碎⽚同处于⼀个亚洲展馆的昭陵六骏中的其中两骏飒露紫、

拳⽑？便⼀直是该馆的名⽓最为重要的展品。作为艺术家，张北⾠介⼊的⾓度更在于关注那些

不为⼈知的⽂物背后。他认为这些类似于⽂物40-35-4的故事并⾮是许多个例，⽽是博物馆机

构性问题的⼀个产物，因此以⼀个复杂的档案型摄影项⽬将这段故事呈现出来，希望可以使得

该问题得到更⼴泛的关注。

今年，该项⽬也正在得到许多亚洲历史学者的关注，该⽚也先后⼊围了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

的电影放映单元，陶森⼤学亚洲艺术中⼼举办的2020年北亚艺术展，第34届⽇本东亚实验影

像节”等等，这位摄影艺术家正在为我们重新回溯这⼀问题提供新的⾓度。

⽬前这位艺术家正实习⼯作于美国华⼈博物馆，依旧聚焦在博物馆机构与历史的材料等相关主

题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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