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事美术馆工作多年!我总反

复地问自己"#美术馆是什么$ %

若在 !"#!$世纪的欧洲!美术

馆是一个分享众多私人收藏的场

所%若在 &'世纪的近代社会!美术

馆是一个感受艺术的公共美育空

间%然而!若在 &!世纪的当下!我们

则很难给出一个带有各种限定词

的答案&

当代的美术馆已经开始寻找出

口来突破传统的概念! 并试图融入

当代人的生活方式! 从惯常认为的

美育殿堂过渡到公众可以轻松享受

艺术的休闲场合& 无论是革新科技

而衍生出的数字美术馆! 还是发散

思维而推出的体验性活动! 或更新

理念而采取的互动式展示形式!这

些对传统美术馆的种种挑战! 也是

力图更加接近观众的种种尝试&

既然要接近!为何不推倒隔在

中间的墙$ 既然要融入!为何不把

艺术放入生活$

公共艺术空间和生活体验似

乎越发密不可分&我们能在开放式

的广场看到雕塑!在橱窗里看到剪

裁一流的服装!在咖啡厅摩挲设计

精良的咖啡杯!在书店安静地浏览

艺术图书!然后相约好友去附近的

美术馆聊聊艺术谈谈生活&这一系

列的体验打破单一的美术馆体验!

演化成更加多元和更多互动的艺

术生活& 艺术开放给每一个人!而

不只是走进美术馆展厅的观众&

今日美术馆两个月前正式开

放一个公共空间!命名为#今日艺

术橱窗%& 这个空间专门支持那些

刚刚起步的年轻艺术家!他们的创

作正在起步期!成熟的作品可能不

超过 (件!这个橱窗也刚好可以展

示两三件作品& 美术馆的#艺术橱

窗%一年支持 !&个艺术家!一个月

展示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整个橱窗

采用全透明面设计!公众不需要购

买美术馆的门票就可以观看到艺

术家的作品&

美国纽约州的一处郊外!默默

地陈设着各国艺术家的雕塑&斯特

姆国王艺术中心 )*+,-. /012 3-+

451+5-6本身就有一所实体美术馆!

但是馆长及基金会的负责人!为了

公众可以更好地享受艺术与自然

空间的关系!他们将这些昂贵的艺

术品搬出美术馆! 陈列在公园内!

以后渐渐演变为一个知名的雕塑

公园&斯特姆国王艺术中心每年都

会邀请全世界的著名艺术家专门

为这片草地创作新的艺术品!中国

艺术家张洹也在受邀之列&

在美国旧金山转机!总是会被

机场的公共艺术品所打动&出于好

奇!我专门拜访了旧金山艺术委员

会的工作人员! 通过沟通才了解!

旧金山市政府要求任何公共建筑

工程中! 必须有 78的预算资金用

于艺术品的购买和陈列&在此项政

策的支持下!任何来到这个移民城

市的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在公共空

间感受美术馆级的艺术品&

美国每个州的政策都不尽相

同!支持公共艺术项目的预算和比

例也不尽相同!但是我在几个小时

的行程后!再次在芝加哥机场感受

到了公共艺术的魅力&

在全美最严肃的行政城市首

都华盛顿! 依然随处可见艺术品&

走进参议院行政大楼!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一件巨大的亚历山大'考尔

德)395:;1<5- 4;9<5-=的雕塑!这件

黑色的大型现代主义雕塑十分恰

当地映衬了参议院行政大楼的严

肃气氛!也充分展现了严肃气氛中

的艺术氛围&

德国科隆路德维希美术馆干

脆将所有艺术品全部撤出美术馆!

观众走进美术馆看不到一件艺术

品!他们可以静静地坐在美术馆地

面随意摆放的椅子和沙发上!阅读

一本书或干脆睡上一觉&美术馆四

周响着缓缓的音乐! 这正是 &'!'

年特纳奖获奖艺术家苏珊(菲利普

斯)*>?;1 @A090B?C=的声音艺术展#七

滴眼泪%& 声音艺术将观众从视觉

的观展感受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尝

试用听觉感受艺术&

到底#美术馆%是什么$现在的

我们更需要一座没有界限的美术

馆!期待更多人加入艺术生活&

!作者为今日美术馆执行馆
长! 谢媛摘自雅昌艺术网"标题编
者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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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首家户外美术馆箱根雕塑森林美术馆

美术馆会变成怎样？

! ! ! !中国首个专注于艺术影像的国际博览会!也是

亚太地区级别最高的艺术影像博览会)))#上海艺

术影像展%于 $ 月 7日至 D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

行&为什么这个由世界摄影组织及蒙哥马利和华谊

兄弟时尚共同主办的展览选择上海来举行这次展

览!个中原因有许多!但是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这

就是#上海这座城市既传统又摩登的迷人气质与当

代摄影完美融合& %

上海是中国摄影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摄影百

年历史中!上海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许多著

名的摄影师都是从上海走出!如"丁悚*郎静山*金

石声*庄学本*张才*沙飞*吴印咸*叶浅予等人!他

们以各自不同的观看角度与视觉风格!编织起一部

内容丰富的上海视觉记忆史&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摄影师这个群体往

往和国际性的大城市密不可分"在纽约!不仅聚集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摄影师! 而且纽约摄影学

院!还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摄影学院!

其培养的成功摄影师数量之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

家学校能望其项背+夜幕下的巴黎!曾经是多少摄

影师最钟爱的地方!而寄居于此的摄影师也最终从

巴黎走向了世界&

就摄影史而言!城市无疑是摄影师创作的最好

舞台&在一座有内涵的城市中!光*色调以及其中的

人!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这些变化对于摄影

师来说无疑是最为敏感的&摄影师定格的不仅是画

面中的人物或景物!更是这座城市的脉搏& 生活中

短暂的惊鸿一瞥! 也许就是艺术最感人的那一部

分+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来自全球的摄影师!他们的

作品也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座城市& 今天!当专注

于艺术影像的国际博览会来到上海的时候!究竟会

如何影响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们呢$

艺术影像虽然不像纪实照片!能够让人一下子

看懂& 但是对于摄影师来说!摄影的过程即是艺术

创作!借此表达他们的思想和创意& 我们现在面对

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于缺乏一个系统的标准&许多艺

术影像鉴藏的理论都是由海外创立!就连艺术影像

的拍卖定价权都在海外!这也难怪在 &E!!年!当著

名摄影家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拍摄于 !$$$年的

,莱茵河!-!以 F((G"7万美元的价格成交时!许多

人都感到疑惑!为什么一张被#@*%过的照片还能

卖这么高的价钱&

今天!当这么多优秀的当代摄影作品来到申城

的时候!无疑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特别是

来自全球的摄影名家们更是会在申城进行一系列

的讲座!能让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 记得有人曾经

说过!摄影之于城市!不应是一种对于城市景观的

宏大叙事!而应采取某种解剖般的切入方式!抓取

代表城市#当下%特质的瞬间& 摄影师取什么景!怎

么拍!都有很强的主观性在里面!关键是这个相机

后面的人到底要做什么!这是每一位观众都应该去

进行独立思考的&

虽然展览只有短短的三天!但是我们期待着人

们对于艺术影像的关注!能够从这三天开始& 我们

更期待着越来越多的摄影师能在上海寻找到他们

创作的灵感!也通过他们的作品来影响生活在这座

城市中的人们&

! ! ! !在艺术市场中!对

书画的真伪一直沿袭

#专家鉴定%的传统&专

家鉴定是一种经验鉴

定! 依赖的是艺术家*

鉴定家的专业知识和

经验积累& 客观地说!

书画鉴定中! 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有不同

观点应该是常态& #专

家鉴定%在认知和经验

上带有个人主观意味!

个性化色彩较浓&对于

同一幅字画的真伪发

生分歧难免!即使是对

最高权威的鉴定!也会

遭到不同意见的评论&

从学术角度而言!专家

的鉴定结论一己之见!

并不能作为一种推断&

说不定哪天一条数据

就会把所定的结论全

部推翻&国内多年前发

生的,张大千仿石溪山

水图- 一案已经证明!

专家们的鉴定意见在

不同环境下具有多变

性& 这不怪他们!因为

人是善变的&

多年前!英国,星

期日泰晤士报- 曾报

道!&E世纪末! 伦敦有

一位被誉为最高权威的鉴定专家伯

纳德(贝伦森#翻船%了& 他曾在 &E

世纪初对古代一幅名画作过评论!

因为他在进行评论时! 考虑到他自

身的经济利益! 所以使评论的结果

明显地缺乏#客观性%!其鉴定结论

近年被提出质疑& 报章说" 任何时

候!经济上的压力!伴随着经济上的

诱惑! 可以在最高权威身上产生作

用& 伯纳德对艺术品的最后几份鉴

定!一直放在纽约大主教的棺木旁!

葬在纽约博物馆底层的墓穴里& 当

时!伦敦著名的艺术品经纪人*收藏

家约瑟夫(杜维恩听信伯纳德的意

见而进行交易& 他们共事了三十多

年! 他们之间所写的书信全部保存

在墓穴里!保存期到 &EE&年& 当这

些资料披露后!信件*电报和数以千

计的详细账单! 使这个世纪最大的

艺术品交易活动透露出令人惊讶的

信息! 这些资料毫无保留地揭露了

许多有关伯纳德的生活! 对社会大

众而言是一本#丑闻录%&

任何专家在进入鉴定这块领地

时!都必须十分谨慎& 比如!用规范

的提示性术语来编制图录! 客观描

述作品是伦敦* 纽约大拍卖行的惯

例! 而且已被欧美大多数的拍卖同

行所推崇& 上海出版的 ,世界拍卖

史- 一书描述了佳士得公司南坎辛

顿拍卖行拍卖图录中对油画作品的

著录规则"!G 当标有艺术家完整的

教名和姓氏时! 表示这幅作品确系

这位艺术家所作+&G 当艺术家的教

名和姓氏用简写字母时! 表示这幅

作品的年代并无争议! 但并不确认

是这位艺术家所作& 佳士得专家认

为" 拍卖行在图录中没有将作者的

姓名抄写完整! 或只写姓氏而没有

写教名! 会使竞买人对拍品的可靠

性持怀疑态度& 如果能对作品作简

要的叙述! 并在图录上署上作者的

教名和姓氏! 将作品以艺术家的名

字来命名! 表示拍卖人对该作品承

担一定的责任& 这不仅能引起拍卖

人对这件物品的注意! 而且使竞买

人对作品的可靠性增加了信心&

提示性术语的应用! 让大拍卖

行有效地规避了尴尬情况的发生!

这种做法值得内地同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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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参加美术圈的学术研讨

会数不清! 有三次让我至今难

忘&

九十年代末!我第一次参加

一个官方学术研讨会!一个很有

腔调的专家提出了一个美术话

题!结果被其中几个巨能说而且

很有#学术%相的人大批了一顿!

双方争得面红耳赤& 我很吃惊!

原来学术研讨会是可以争吵的&

第二次是参加一个策展人

主持的学术研讨会!这人#才华%

让我惊讶& 他先是哲学*文学*

历史一番!后来干脆用上物理*

化学*高等数学等概念!我听了

近 FE 分钟!啥没记住!只记得

此人嘴巴动得飞快& 我当时被

他彻底征服了&感觉画画比搞科

研的还牛&

第三次是参加一个群展的

学术研讨会!一个很年轻!据说

很牛的美术评论家!此人能量超

大!满腔激情!文采飞扬!像诗歌

朗诵比赛& 那一刻!让我发现画

画原来是很#伟大%的&

后来! 几乎每个画展都有学术研讨

会了&奇怪的是!学术研讨会都成一个模

式!要么歌功颂德*要么一片赞美!然后!

画的边上一片红点点&一夜之间!一个个

不知名的艺术精英突然星光灿烂&

再后来! 学术研讨会的阵容越来越

大!层面越来越高!作品越来越大!画越

来越难看!画价越来越高&

再再后来!我听到#学术%二字心里

就发麻!怕看画展!怕参加学术研讨会!

怕受刺激&

再再再后来我才明白!一件作品!一

个展览是可以用泡沫围起来的! 好坏无

所谓!泡沫的华丽程度才是最要紧的&

再再再再后来我又明白!没有#学术

研讨会%!谁会关注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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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影像与城市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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