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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 大多数艺术家骨子里

都有股傲气! 因此很多影视作品里

塑造的艺术家形象都是受穷一生却

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态度!我觉得!

好的艺术展同样应该有态度" 有性

格#真正好的艺术作品!即使$穷%也

掩盖不了骨子里的高傲! 在重庆这

场$最贫穷%双年展出现后!我不禁

在想! 这不也吻合我们一直提倡的

环境生态概念吗&在艺术展众多!甚

至隐隐有泛滥之势的今天! 出现这

样一个反其道者! 正是给了我们一

个突破现状的思考机会'

许多艺展反映平平!很大的原

因恐怕还是画展大同小异的模式

吧' 纵观国内的大型双年展!无不

在$拼%!拼规模"拼名家"拼场地"拼

国际范((仿佛用来衡量展出好

坏"吸引观众入场的就是这些$大规

模"高耗费%的作风!大有比比谁后

台更硬的$拼爹%之势' 再反观今年的重庆

青年美术双年展! 尽管号称着 $打造最贫

穷%!但却恰好胜在了这份经费短缺带来的

朴素上'

这场双年展打破了观众看展只

看$名气%的普遍心理!让我们更清楚

地意识到这种心理不能简单归咎于

观众自身鉴赏力不足之类的原因!策

展方更应该负起责任!弄出让观众更

愿意看"愿意留的好艺展' 这就需要

策展人将艺术展变得吸引人!而做到

这一点需要的是对展览作出更合理

的规划!而非简单地依靠名人效应或

者几件名作撑场面' 尽管 !"#$重庆

青年双年展是出于经费不足才会立

足打造$最贫穷的双年展%!但正是这

样的变通!让我们看到了多年来靠砸

钱和拼排场打造艺术展的模式!并非

与艺术展生命力成正比的'

这并不意味着花很多经费精心

打造的艺术展就不可取!而是应该给

众多年展"双年展"三年展分个类'这

次的重庆青年双年展巧妙地打了架

上绘画的主打牌!让这场双年展成为

了$小家碧玉%)如果是以装置"雕塑等对场

地"环境有更高要求的作品为主!或者本身

就是一场展品众多的综合大展! 那么自然

是成为$大家闺秀%更适合些'

! ! #"月 $%日，“城市幻象———$&#'重庆青
年美术双年展”在重庆美术馆新馆开幕，不同
于一些双年展“大规模、高耗费”的标准，这届
重庆青年双年展的经费却有些“薄弱”，策展
人俞可也在现场反复提到要打造“最贫穷的
双年展”。再过 (天，第 #!届上海艺术博览会
就将拉开帷幕，这正好给了我们一次对艺展
策划更新颖、更潮流的概念反思的机会。

[八十万打造出“最活力”]
! ! ! $&#' 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以“城市幻
象”为主题，(!位参展的青年艺术家年龄都
在 ()岁以下。这样的主题，这样的阵容，无一
不让人联想到“现代”、“活力”等印象。不过今
年的这场双年展更引人关注的还是它的“斤
斤计较”。
与其他一些展龄更悠久、更具知名度的双

年展、三年展相比，重庆双年展无疑是年轻的，
因此在经费上的薄弱也无可厚非，“政府给予
的经费仅有八十万元，却要在拥有 '&&&万人
口的城市里举办双年展”，这对于策展人俞可
和他的团队来说实在是个难题。但只要来到这
里看看就会发现，它虽然还算不上完美成熟，
但亮点也丝毫不因资金问题而短斤缺两。

或许是出于经费限制，整个双年展的作
品以架上绘画为主，雕塑、装置、影像等作品
较少，但正是这样的内敛，反而有了不同于其
他“大气”艺展的特色，在整个参观过程中，你
能感受到的不是当代艺术的尖锐和犀利，也
不会被过激的政治讽刺吓到，你可以心平气
和地感受到青年艺术家们对城市更为平和的
观察和反思。比如来自北京的艺术家温凌的
巨幅画《父亲 $&##》，以艺术家自己照顾生病
的父亲的场景，来反映城市里无数孤独的人
群，略带伤感的表达却有着对城市的细腻观
察。而张湘溪的装置作品《为了忘却……》和
《二手电视机售卖店》则带给人浓浓的怀旧气

氛，同样在旧电视机壳子里，一边是上世纪八
十年代的普通家庭面貌，一边是各种旧型电
视机。

[少了“知名”却多了共鸣 ]
! ! 作为一场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展出机会的
双年展，今年的重庆青年双年展恰好胜在了
它的“最贫穷”上，我在整个展出上看到了艺
术展的返璞归真。少了更多赞助，少了更多宣

传，少了各种“知名!!”，反倒叫青年艺术家们
的主角地位更加突出，更受关注了。

这场双年展恰好是展出地重庆美术馆新
馆的开幕秀，正与美术馆的新生那样，尽管它
们并不是十全十美，还存在着硬件软件上的
不足，但前来参观的市民人数之多足以说明，
艺术展出的魅力更多地还是靠作品内涵。随
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的生活与城市越发息
息相关，对于城市的未来，这些年轻人的想象

显得至关重要。此外，这一批参展的艺术家
中，有近一半是重庆本土艺术家，对于双年展
主题“城市幻象”这个大主题，这些本土艺术
家的创作和解读，无疑更能引起前来参观的
市民的共鸣，这种地域文化优势是一种独一
无二的艺术享受。

于是在展出上，你时不时就能看到，有些
对艺术作品颇有见地的当地市民，在作品前
热情地为其他游客们担当起了临时解说员，
大家都笑呵呵地谈论着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各种互“拼”不如朴素点 ]
! ! ! 在当代艺术大放光彩的这二十多年来，
国内不少城市纷纷效仿起国外流行的双年
展、三年展形式，于是在短短十几年内，国内
的双年展数量直线上升。但是在数量倍增的
背后，我们却没有看到几个真正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双年展，这又是为何？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许多艺术展几乎都在
前期宣传上大花功夫，这些“拼”着各种资深、
名家云集的“大展”，却让观众在参观后感觉
不如期待中那样令人惊喜。这样的例子屡见
不鲜，无论展出主题如何，观众参观完却觉得
大同小异的、今不如昔的比比皆是。虽然的确
有一部分参观者就是冲着名家作品来的，但
是这样的展出即便弄出再大的规模却也只能
让这些参观者走马观花一下完事了，因为他
们觉得除了大师之作，其他的没什么意思。
去豪华，却能更将艺术最原始的魅力、最

直接的作用表达出来，艺术应有的高傲、纯净
丝毫不因为展出名气不够或是环境一般而受
到影响，这实际上就是今年重庆青年双年展的
最大亮点。所谓“最贫穷”其实一点都不穷，因
为观众在这里收获到的精神食粮一点没少。

当环保、环境生态的理念正日益植入到
艺术创作中，艺术展出形式不随之更新改变
怎么行？ 吴亦清 梁依云 文*摄

艺展就是要“斤斤计较”
———2013重庆青年双年展打造“最贫穷”带来更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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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城市 一件展品

!$ 上海博物馆中的“青
铜时代”

!%"玻璃静物教学摄影拍
出心中的抽象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