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本版主编∶林明杰 责任编辑∶谢 炯 视觉设计∶戚黎明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B42015年2月7日 星期六

艺术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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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何时建立真正的非营利艺术中

心"不仅仅指我们艺术体制建设中在

哪些地方是空白的#还指这种制度空

白后的学术无法相对独立发展的结

果#我们经常在讲批评不独立#轮到

策展人时代的到来#策展本来也一样

的需要独立#但也不可能独立$

坐台批评是我以前对批评家直

接受雇于艺术家写美文的一种批

评# 坐台策展已经在中国成为新兴

行业$展览成为了利益有关的项目#

而不是批评思考的出发点# 类似于

为艺术家写美文# 我们可以把这样

的策展称为美策$原因很简单#如果

没有非营利领域的制衡# 那么艺术

的资本化就会单方面发展$ 本来策

展人的活动范围被要求在非营利领

域# 就像评论家的写作领域被要求

在非营利领域那样$ 这个非营利不

是说没有报酬# 而是说拿的是非直

接商业利益的报酬$ 我的 %坐台批

评& 的起名和对它的批判也不是说

批评家不能有劳动报酬# 而是说需

要有批评家获取报酬的制度和范

围$ 但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批评还是

策展统统在营利领域发生# 即使这

个营利领域做着非营利的事# 但从

制度上来讲还是营利领域$ 哪怕是

我们的美术馆也是出租场地并加以

资本合作# 展览邀请策展人和批评

家也成为艺术投资的组成部分$ 一

个展览的场租费和其它的开支#在

没有基金会的资助下和非营利艺术

中心'美术馆的项目资助#那只能艺

术家与直接资本之间发生关系$ 这

样没有市场的艺术和艺术家就没有

可能做成展览$既然没钱做的展览#

策展人也没法去过问# 批评家也不

会去参加研讨会$ 拿坐台费参加艺

术家个人研讨会导致的结果是#不

拿坐台费的批评家就不会去那个展

览看作品# 而策展人也成为了一个

在展览中跑龙套赚钱的人$ 这与一

个艺术家在非营利领域可以获得资

助和以后成长为被美术馆邀请展览

并由美术馆承担所有经费的艺术体

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是要特别强调# 非营利领域

不只是简单的有钱不赚# 它是关系

到一个学术能否不太受市场左右的

努力$ 如果艺术是一种思想的前沿

地带# 那美术馆就是收藏思想的场

所# 我一直说美术馆要最先发现思

想和抢救思想# 而前卫艺术的兴起

从根本上就是为了思想提供交流的

平台#视觉只是思想的结果$对于我

们今天来说# 艺术就是特指那些反

艺术的那部分行为方式# 原来被大

家接受的艺术已经是一种美学商品

生产$ 非营利机构作为思想的最基

本的启动单位# 也是制衡资本和非

资本关系的一种机制$

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教授詹姆

士(艾尔金斯写过一篇!批评何去何

从"的评论#指出了批评在西方出现

了危机$ 这在中国当然更是一个问

题$没有非营利的制度环节#批评和

策展商业化的问题就会越来越显

现#我写过!批评家年会要%贼喊捉

贼&"#他们喊着抵制商业批评写作

口号#而自己却长期以来都在无节

制地进行商业写作$ 我的!艺术制

度与法律) 中国与国际交往的结

果"一书是 !""#年前的批评集#在

$%%&年代晚期#我在!江苏画刊"上

发表有关基金会和非营利艺术机

制建设的文章#当时还没有用这些

词#也没有把艺术与制度建设联系

起来#到现在#非营利'基金会这些

关键词出现频率高起来了# 但在实

际工作中并没有实质上的起步#我

们没有国家基金会的立法程序却开

始了基金会的业务# 没有威尼斯双

年展国家馆的立法程序# 却开始了

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 公共财政如

何流向#资助范围和限制性权限#都

没有%政策过程&的制约$ 像威尼斯

双年展国家馆#只花钱租空间#而没

有每届的展览经费# 那就导致策展

找有钱艺术家合作# 变成有钱的艺

术家出钱#没钱的策展人跑腿$自上

而下#就像我发表的文章!当代艺术

与国家的生意经"#艺术成了国家的

生意经# 而展览成为了策展人和批

评家的生意经$

策展人已成为有钱艺术家的乏走狗
! 王南溟

! ! ! !根据英国著名视觉艺术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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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排名#!"45年#上海博物馆

以 4%6 万的全年参观人次在全球

艺术博物馆中排名第 !5位# 位列

中国第 !$ !&46年上海博物馆全年

参观人数首次突破了 !&&万人次$

但在叫座之余# 我们也应该看到#

随着申城各类商业展览活动越来

越多#许多叫好的展览并不是在上

博举行的$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越来越

紧密#在过去的 !&46年#许多海外

重量级的展览纷纷引入申城#特别

是像 !&46年 5月 7日至 8月举行

的%莫奈展&#不仅迎接了 56 万人

次的观众#更是在年轻人中间掀起

了一个对于西方印象派绘画的关

注热潮$ 对此#上海博物馆的一位

副馆长不禁感叹#去年举办的%从

巴比松到印象派)克拉克艺术馆藏

法国绘画精品展&# 虽然也曾迎来

过排队长达 5&&米的火爆场面#但

是在从人们的关注程度上#却远远

不如%莫奈展&$

放眼海外#如何让展览更加吸

引人#是各大博物馆都非常关心的

话题$ 据一份统计数据显示)!&45

年#挪威纪念了该国艺术巨匠的诞

辰$由挪威国家博物馆和蒙克博物

馆联合组织的 4#&周年纪念展%爱

德华(蒙克 4#&& *9:;2,: <=>?)

$#&+在奥斯陆的国家美术馆举办#

成为纪念活动的重头戏#日均参观

人数为 !%$7人$ 但当纽约现代艺

术博物馆*<@<++展出了蒙克最

著名的!呐喊"*只是众多版本中的

一个+#每天都吸引了平均 ##!7名

参观者$而且从媒体的关注程度上

来说#对于!呐喊"的报道已经远远

超过了蒙克本身$

好的作品对于展览本身起到了

关键性的作用# 但更为重要的还是

要运营到适合博物馆本身的营销手

段$ %营销&二字#对于许多严谨的博

物馆学者们来说# 似乎是最不愿接

受的#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越来

越多的博览馆已经开始并通过实践

%营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自 !&&7年至 !&$&年#由陕西

省文物交流中心与美国四大博物

馆联合举办%兵马俑)中国首位皇

帝的守卫者&#在美国引起了巨大

的轰动$ 兵马俑展多年来都是在

世界各国备受欢迎的展览项目#

但是从美国的情况来看# 不仅将

名称变得更加通俗易懂# 而且充

分利用免费的社交网络媒体推广

展览# 像国家地理博物馆在社交

网络上放置了一段兵马俑动画视

频#画面中#!&&&多年前的中国秦

俑唱着节奏强劲的饶舌乐# 穿梭

在美国繁华都市的街头# 载歌载

舞#像明星一般和路人打招呼$国

家地理博物馆还在华盛顿的地铁

里投放了很多绘图广告# 大幅电

脑绘图中# 是英姿勃发的秦俑群

像# 画面角度被刻意制作成了俯

视#这样#当这些绘图被放置在地

铁主要出入口的地面上时# 就有

了兵马俑发掘现场的效果$ 兵马

俑美国四站巡展# 除亚特兰大的

海伊艺术博物馆基本沿用了大英

博物馆的展览设计外# 其余各馆

均聘请专家对展览作了重新设

计#以达到跌宕起状'引人入胜的

效果$

这两年#内地的博物馆也越来

越开始关注依托网络的力量$像苏

州博物馆举行 %衡山仰止AA吴门

画派之文徵明特展&# 苏博不仅邀

请了众多网络大 B参观了展览#而

且还赠送了文徵明手植紫藤的种

子,像王石等人还在微博上进行了

展示#大大扩大了展览的影响力$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

康柏堂先生 '()@C20 DEF2C1G*HHI

曾经说过#观众来博物馆参观的动

机很多#最简单的莫过于单纯出于

好奇心$我们知道也有些观众喜欢

在参观过程中拍照#回去后和朋友

分享$ 这种做法棒极了$ 因为我们

的博物馆由于这些分享而变得更

友好'更具吸引力$ 我们希望观众

能真正享受博物馆时光$处于何种

原因来博物馆参观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我来了#我见到了自己从未见

过的东西$

对于博物馆来说#观众不仅是

服务的对象# 更是其工作的参与

者#甚至是创造者$随着微博'微信

等社交媒体的发展#观众们开始热

衷于通过这个渠道来分享他们观

展的感受#这使得社交媒体不仅成

为了沟通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重

要纽带#更为重要的是为博物馆积

累了丰富的行为研究数据$由于这

些信息是观众们自发产生的#因而

更具有代表性$现代社会的博物馆

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收藏'展

览'研究'服务机构或场所#更是一

个促进个人全面发展'面向未来的

公共文化教育机构$

! ! ! !前年和几位藏家一起去

台湾#有位收近现代书画的朋

友觉得所谓的当代不过是时

装#图一时时髦#唯传统见功

底的东西方为经典$从台湾回

来没多久# 他不无感慨地说#

要修正自己的观点#得重新看

待当代艺术这个门类$据说打

那以后他每天都做功课#拿着

几位当红当代艺术家的画册

天天看#像看一个不怎么喜欢

的女人#指望着通过这种方式

转变审美取向#看出她的美丽

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

环境#大体上总是同龄人最容

易玩得到一起# 有共同语言#

容易产生共鸣$艺术本来就是

那些打动人心的东西$八零九

零后需要八零九零后的创作

去抚摸他们的心灵$

再把话说回来$ 关于收

藏# 这个话题已经沸沸扬扬#

七荤八素了$动辄数亿的拍卖

成交纪录通过媒体把百姓的

神经拨得嘣嘣响$而微拍群里

几百数千的成交价一天不晓

得要落多少槌$大小展览天天

有#周周上$据说 !&$6年的九

月#画廊'美术馆病倒了一大

群人#被默认为魔鬼月$为啥-

因为那个月份#光上海就举办

了四场艺术博览会$这每一场

大大小小的展览'拍卖背后就

是所谓的%收藏&$有人喊着泡沫#有

人又追着泡沫赶潮$不管钱多钱少#

%艺术品收藏&玩起来再说$艺术家'

艺术经纪们不断升级着吆喝的本

领#总之喊多了总有人动心$扯了这

么多# 让我试着提炼一个关键词

吧...%涨&J

其实# 不管你是喜欢艺

术本身还是喜欢艺术品涨价

带来的利益# 总之没有人不

喜欢涨吧- 唯一区别在于)有

人盼涨出手变现# 有人盼涨

证明眼光$ 一个艺术家的市

场行情取决于多少人喜欢#

多少人出手$ 更关键的是多

少人持续喜欢#持续出手$ 一

时还是永世$

上海特殊的历史背景造

就了上海人的一种特质$他们

对先进文明的崇拜是长进了

骨血里的#他们浑身上下都充

满了张开的细胞#以随时捕捉

比自身更优质或能让自身变

得更优质的一切机遇$他们升

造留学#奋斗打拼,他们看话

剧#关注人文艺术#持续提升

内在修养$ 这些年来#渐渐地

形成一些群体#他们大凡有了

良好的事业'经济基础#他们

关注艺术是时尚#也是彰显品

位学识的方式$他们是一个最

容易与当代艺术发生关系的

群体$ 因为他们的教育'成长

背景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

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和审美取

向最容易与当代艺术发生共

鸣$他们需要艺术品营造生活

环境#握着酒杯和朋友聊相关

的话题#需要以此试探交往者

的品位等级$他们买艺术品相

对更个性化$他们不急于通过

买卖谋利$他们在乎自己的眼

光#在乎是否在一个艺术家还

没有被市场认可的时候就被

自己发现# 在乎自己和喜欢的艺术

家之间的交往# 在乎一种优雅的生

活方式# 在乎以自己选择的艺术品

体现自己的个性和审美倾向$ 我觉

得# 他们是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群体

中 7'%点钟的太阳$

当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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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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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座之余!博物馆展览如何更叫好
!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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