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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潜意识”概念的提出与分析

1、潜意识的概念

潜意识也称前意识和无意识，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

它包括了“个人原始的盲目冲动、各种本能以及出生后

和本能有关的欲望”，所以它具有原始性、冲动性、非

理性等特点。在弗洛伊德看来，潜意识始终保持着十分

活跃的“潜伏”状态，由于一些因素（道德、法律、习

惯等）被长期压抑或排挤到意识阈（指能否意识到的分

界线）之下，受到刺激后会积极浮现到意识表面上来。

这一过程借引弗洛伊德的举例，即人的心理活动可以被

看作是一个接待室与一个大前方，两者毗连。前者为意

识停留之地，后者有各种兴奋、冲动精神（即潜意识）

拥挤至此。两者之间的门口有一守门人（即意识阀），

考察前方内的冲动精神是否有资格进入接待室以面对现

实，或是将入侵的冲动精神拖回迁房。

2、潜意识与艺术的关系

那么潜意识会在何时能够活跃并得到满足？艺术创

作是其中的一个答案。与梦境、现实相同，艺术创作与

社会活动之间的距离让艺术家拥有一定的自由发挥空

间，并促使他们的潜意识得到释放。这些个人的、主观

的、真实的潜意识也让艺术作品更为独特，拥有极强的

冲击力与感染力。

纵观历史长河，可以发现艺术家的创作思维方式经

历了一个由意识向潜意识转变的过程。艺术家对自然有

意识地模仿部分逐渐减少，转而看重作品的表现形式与

内在表达，更注重遵循自己主观的内心世界，将心中最

直接的情感与潜意识里的影像投放进现实作品中。

3、女性潜意识的特点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现实社会中，女性总是处于一种

“失语”的附庸状态。在身体结构方面，女性缺乏更多

的力量感与爆发力，这让她们常常缺乏安全感，潜意识

中充满了大量的不自信。这种不自信让女性更注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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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的感觉，她们的感官比男性强烈许多，情感也更加

丰富。临床研究表明女性的触摸感比男性强烈许多，对

疼痛的反应也比男性更加敏感，感官上的敏锐让女性拥

有更多的共情力与包容力，所以她们的潜意识中拥有更

多关怀与直觉的特征。

女性艺术家更关注自己与他人的差异，进行自我叙

述、分析与关照相较于男性艺术家更偏向于关注他人、

他物的创作主题，女性艺术家则更多地去挖掘内心资源，

从自身经验与身边事物中获得灵感，关注平淡与具体。

除此之外，女性潜意识中的特质让艺术家拥有更多感性

的经验，呈现出对事物更多细腻的关怀。她们通常运用

直觉去认知事物、寻找规律，在色彩、结构、材料等方

面的选择上常常能够作出敏锐的判断，进而创造出细腻、

敏感，易与观众产生共鸣的艺术作品。

本文探讨的艺术家盐田千春的作品与上述特征联系

紧密。她用细腻的触角去感悟生活中的人性、生死与命

运，并通过宏观与微观事物相结合的方式去追求艺术的

真诚与自然。

二、潜意识对盐田千春创作的影响

1、直觉运用的羊毛线

线已经成为了盐田千春的作品中的一个标志性元

素。其作品中所自然、精准使用的羊毛线这一材料自带

纤细而有韧性的特征，可塑性强，它能够为艺术家由潜

意识主导的直觉提供充分的自由发挥空间，是进行直觉

表达的优选媒介。

同时，线是可以将不同事物串联成一个整体的，使

之产生奇妙的联系。《手中的钥匙》里，盐田千春通过

连接钥匙的方式探索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她在潜意识里

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存在，而这些千丝万缕的线便是她潜

意识的外化与可视化，通过对线的剪断、打结、缠绕等

方式去表达心目中的那种复杂繁复的人生历程。

此外，线的排列组合与情感也是有联系的，点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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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形态可以让人产生不同的联想，进而产生不同的

感情。二维平面上的一条线、两条线与多条线给观者带

来的视觉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到了三维空间中，线条的

重复与重叠会让这一现象更为突出。如盐田千春本人所

述，当线因重叠而消失，也就是当她感受不到是在编织

线还是在编织空气时，作品便完成了。这些放空状态下

手工缠绕形成的缝隙，悬浮着作者游走的意识，也承载

了被作品笼罩下的沉浸式体验的观众的感受——观众被

编织进了作品。

一味的重复将会消解主题的中心，使作品没有意义

与内涵。盐田千春则以使用毛线构建出作品确定外形的

方式表达了内容与情感。

2、直觉选择的旧物

除了使用毛线构建出一定的形态外，盐田千春常用

旧物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如上文所述，女性潜意识

中常具有更多的感知力，他们对周遭事物的关切使得她

们与身边的许多物品都拥有着密切的情感联系，使用过

的小物品总能唤醒她们心中对相关事物的回忆、情绪与

感受。

《在沉默中》里，盐田千春精准地选择能够表现其

潜意识的黑色钢琴再现了其儿时所受的惊吓、创伤。《一

个记忆的房间》中，废旧窗户拼装出的房子述说了人们

远离家乡的恐惧、迷茫。《在沉睡中》内，白色医床上

的人们被黑色线网分割、吞噬，这种洁白与晦暗、简约

与杂乱、祥和与焦虑的画面冲突将观者拽入到对归属感

与安全感的渴望中。

这些物品的选择都集中在了承载回忆与情感的旧物

上，都是盐田千春对自身内心资源的挖掘后的精准选择。

这些选择多半是源于其潜意识中直觉所发挥的审美判断

力，这种感性而不自觉的觉察方式能够帮助艺术家捕捉

与其潜意识相适应的艺术形象，以确保艺术作品内容的

精确表达。

《连接小回忆》是一个涵盖了大批旧物的作品，盐

田千春将各种玩具使用红线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内

容更为复杂的装置。其中每一个玩具都被赋予了一定的

故事、情感与意义，正如其作品名称所言，这是一个个

回忆的载体。在所有玩具中，钢琴、床、椅子是盐田千

春经常使用的元素，她在早年留学期间四处奔波，常常

需要更换住所，那些供人休息的床位不是固定的，那些

在人疲惫、脆弱时最能提供舒适与安全的家具也是不确

定的，这种感受与常识背离，许多固定之物因艺术家的

个人经历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所以，盐田千春在潜

意识里会寻找久违的熟悉感、归属感与安定状态，人生

本就蕴含着许多的无常与无奈，只要保持洁净与圆融，

希望诗韵犹在。

3、自我治愈的色彩

盐田千春的艺术作品主要以黑、红、白三色构成，

其中每一种色彩都具有一定的象征含义：黑线代表死亡

与恐惧、红线代表忧愁与不安、白线代表梦境与新生，

她喜欢用带有色彩的毛线去探索时间和空间，当线条累

计形成一个面，她也同时创造了无数空间，她在自己编

织的宇宙中发泄了情绪，也通过艺术这一窗口得到了自

我治愈与逐步成长。

除了 1999 年的《Dreaming Time》外，盐田千春的

早期作品大部分以黑色为主，黑色的大型装置悬在半空

中，笼罩在观众的头顶与四周，令人感到强烈不安、混乱、

恐惧与压迫。盐田千春潜意识中有着不可用语言完整表

述的痛苦，而那些如同紧张神经元状的羊毛线便是艺术

家情感的外化、可视化。在心理学中，创伤记忆储存于

右半球大脑，也就是“非语言”区域，这种难以用语言

表达的情绪也因此受到压制。所以若想克服它，就可以

通过非语言的艺术方式来呈现自身无法承受的痛苦，将

恐惧再现，便能够较好地面对并穿越恐惧。《From in 

Memory》能够突出其“黑色时期”的创作特点，作品

中的材料几乎全部用到了黑色，作品中的黑色羊毛线占

据了从地面到天花板的全部空间，可以感受到盐田千春

本人潜意识中膨胀到不受自身控制的恐惧与抑郁。

而在 2009 年之后，盐田千春开始使用红色羊毛线

进行一系列创作，从最初的《缺席的对话》，到更广为

人知的《手中的钥匙》，再到最新之作《离开我的身体》，

都能归纳进她的“红色时期”。这种夺目的、带有警示

性的颜色令人联想到生死与命运。显然，盐田千春不再

局限于自我世界，开始思考起一些哲学层面的问题，转

向了现实生活与自我、外部之间关系的探讨，与周遭建

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2017年以来，《海洋记忆》、《我

们去向何方》（等以白色为主的作品整体氛围变得更加

轻松，白色这一象征着纯洁的色彩令人联想到梦境，而

作品中帆船的意象也似乎是盐田千春潜意识中希望与动

力的寄托，不断向未来追问“我们将去向何方”？至此，

从色彩角度纵观盐田千春作品的变化，能够看见她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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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我的内心探索与治疗过程，富含了艺术家的个人

经验。

三、盐田千春作品的意义与价值

1、思想上的启发

意识是人类心理状态的最高形式，它统治着艺术家

的精神世界，使其动作协调。潜意识是人类精神中最深

处、最原始、最活跃的部分，它对艺术创作尤其是女性

艺术创作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随着艺术不断

的发展，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女性

精神世界开始受到大家的关注，女性艺术家们的出现推

动了整个艺术行业的发展，而盐田千春对自身潜意识的

发掘与表现，让女性的价值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女性是平等的、独立的，她们不再需要通过男性的

视角来审视自我，而是回归女性本身。女性生理和心理

上的独特性让她们的潜意识更有利于艺术创作，许多

理性思维无法深层解答的生命密码，潜意识操控下的

直觉往往能够找到最深处的共鸣。所以，直觉是艺术

创作的重要工具，直觉的释放可以让作品充满灵动，

女性在直觉方面比男性更为敏锐，她们在感受生活的

同时能够深入发掘生命的本质，既关注了自我，又诠

释了感受。盐田千春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截然不

同的女性世界，那些编织的线网如同梦境一般的虚幻，

又如现实一般的真实，观者身处艺术家潜意识精心编

织的宇宙中，读取她的记忆，也加入自己的感受，他

们对生死有了新的想法与灵感，这一来一往间，盐田千

春的装置艺术也就变得更加拥有灵气与生命感，那些标

志性的线条也有了意义。

或许艺术家们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应更多地关注自身

深处被压制的潜意识，给予自身直觉一些信任，不要让

缜密的思维逻辑与庞大的知识储备占据整个创作过程，

最终导致艺术创作成为单纯的科学实验。

2、形式上的革新

潜意识为盐田千春提供了灵感与创作的欲望，独特

的个人经验所带来的潜意识也让盐田千春拥有着与他人

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产生新的作品形式。上个世纪

60 年代雕塑家伊娃·海瑟对盐田千春的影响很大，无

论是其后极简主义的作品风格，对柔性材料的灵活运用，

还是通过作品中暗含的女性主义特征都是两者的相似之

处。但区别于伊娃·海瑟作品中清冽的少数几根线条显

露出的冷峻利落，盐田千春大量重复的羊毛线更带有一

种温暖的包裹感，缠绕纠结的线也让事物之间的连接更

为突出，观众与作品之间更为亲近而不感到自己被排斥，

更加容易激发共鸣。

女性拥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更轻松地通过对

自我潜意识的培养与掌控，将自身的情感、特质与思想

充分合理地表达出来。这是一种个人化的表达方式，是

带有突破性与创新性的，在这个表达过程中艺术的形式

与内容都能被扩宽，艺术家也能获得更多思考万物的视

角与方式。在艺术创作中，大部分以纤维材料为主的艺

术家其创作往往局限于二维平面与肌理变化之间，或是

局限于单个材料之内，不与三维空间或元素发生联系与

碰撞。而盐田千春创作上的革新是将羊毛线在三维空间

中构建出一个立体的、与观众互动性高的沉浸式空间，

这种极具冲击力与张力的视觉盛宴正是由女性艺术家所

特有的感性与直觉带来的。同时盐田千春革新地精准选

取拥有具体形象的、有寓意的物品加入其作品当中，与

羊毛线有机结合后共同构建出一个整体。这种材料碰撞

的思维方式是艺术家必备的重要素养，也是艺术家创造

力的一个体现。

3、对人与世界的思索

可以看出盐田千春的作品主题大部分是从现实生活

中的事物生发出来的，其敏感的知觉促使她经常对自我

精神世界与现实物质世界进行思考。其思考生死的区别、

存在的意义、命运的真伪与时间为线性还是轮回，在迷

惘的状态下寻找与探索，憧憬路程与远方。这些思考的

价值在于让她的作品不只是对自身感受的肆意宣泄，而

是如布洛克所述：“所谓情感的外化，不是情感的涌出

或释放，而是改变他的性质。从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变成

一种艺术的理解。”内在情绪与感受是个人化的，这让

观众无法实现完全的感同身受，若将情绪与感受转变为

一种思考后的理解，将潜意识产生的影像捕捉记录，其

创作的艺术作品便能够令人产生共鸣，进而成为他们灵

魂的栖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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