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画廊，英语为 !"##$%&，原意由“'(世
纪时一些贵族将收集到的美术品展示
在府邸的回廊”而来，到了今天，这个词
被广义用为画商陈列并销售美术品的
场所。在美国，鼎鼎有名的画廊一条
街———切尔西画廊街是一个非常有意
思的地方。

因新民晚报国家艺术杂志主编的出
题，当我来到这个地方时，我感觉仿佛走
进了一条巨大的回廊，因为整个艺术区
被一条整修得如花园般美丽的废弃高架
铁路串了起来，两边都是厂房改成的一
家家画廊。那里有无数“贵族”正在向“来
宾”展示着他们引以为傲的收集品，展现
着“美国贵族”的雄厚实力。他们相互竞
争攀比，但又互不干扰。或许是出于对自
家美术品的自信，他们对“来宾”甚至有
些爱理不理，但这却丝毫挡不住收藏家
们的热情，因为那里真的是宝库！

这个地方有不少美国重量级的画
廊，如库柏画廊等，在 )*世纪 +*年代，
这些画廊瞄准了切尔西独特的地理环
境，来到这片当时荒芜萧条的厂房区，
将这里变成了如今美国艺术界不容忽
视的美术品交易圣地。在 )'世纪初年，
这个画廊区的中心地带一度接近饱和，
可见这片市场对各家画廊难以抵挡的
吸引力。

是什么吸引了投资者们来到这里，
将其打造成了如此独特而又繁荣的知
名画廊区呢？我想，原因有很多。一方
面，切尔西区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大熔
炉”，甚至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的，工业化
后工业化文明在这里留下过深刻的痕
迹，同时这里也有保持着传统风格的建
筑、街区，',世纪最普遍的棕色石屋为
这个地区保留下了历史的古味。这种新
旧文明交加的特殊性让切尔西区具备
了独有的魅力，也让这片地区具有更强
大的文化融合力，为不同艺术之间的交
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擂台”。另一方
面，二战后出现的波普艺术和抽象表现
主义等艺术形式皆夸张突出，不少作品
都有超乎想象的大尺寸，于是，和许多
创意园、艺术园区一样，这里闲置的老
厂房的廉价加上巨大空间，以及远离市
区的静态都让艺术家、收藏家也乐得来
到这个专属艺术空间展示和欣赏。正因
如此，这样一片破旧荒凉的场地在这些
艺术工作者眼中反倒成了块宝地，仿佛
它就是为了艺术而出现一般。

而这片区域之所以能够成为纽约乃
至世界都不可或缺的艺术重地，很大程度

上还是取决于大中型画廊的庞大交易量。
其实，切尔西画廊街的形成也是各个画廊
自发入驻其中的，并非由官方或是其他组
织发起的正式联盟，也就是说，切尔西画
廊街是画廊地理上的集合，而非组织形式
上的抱团。而这种形式的发展自然有利有
弊，强大的竞争的确对画廊发展具有推进
作用，既能保证各家画廊对美术品的把
关，同时让画廊在连锁效应下得到更广泛
的推广，然而一旦市场遭遇打击，其背后
缺乏相关机制的后果也很难让画廊，尤其
是中小型画廊得到足够的援助。

就在去年，切尔西区没能挡住自然
对它的考验———桑迪飓风给画廊们带
来了沉重的打击，其中的第十街区和第
十一街区受到大面积破坏，电脑中重要
的历史资料永远消失，雕塑、家具、绘画
浸泡在水中，多家画廊如同废墟般可
怖。画廊主们试图挽救，但是仅靠他们
和一些修复专家志愿者的帮助只能说
是杯水车薪，不少被毁掉的作品甚至没
有买过保险，可以想象损失将很难弥
补。不少中小型画廊没能摆脱这场天灾
的厄运，直接走向了毁灭。

试想，如果此地的画廊真正建立起

一套完整的联盟机制又会如何？同盟的
画廊每年可以交出部分会费，即可用来
举办一些画廊联展活动，在遇到如此意
外时也是多一重保险。尽管损失不可避
免，但联盟可以适当、适时地向那些中
小画廊援手，甚至求助于实力雄厚的大
型画廊，让它们逃过一劫。

另外，随着画廊街交易量和名声的
不断上涨，这里的租金也水涨船高。这种
现象在不少知名创意园区都出现过，不
少中型以下的画廊难以承受租金的压力
而不得不选择退出此地，如果想坚持留
在这里，就只能想方设法扩大规模，这就
造成了许多充满个性但规模不大的画廊
面临危机。不得不意识到，缺乏真正意义
上的合作和团结，这片画廊区该如何留
住这些曾经为切尔西艺术区贡献出无限
活力的画廊，是这条知名画廊街近些年
乃至未来要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

诚然，切尔西区最初的确是画廊主
自发聚集在此，逐渐成形的，但是经历
了近五十年的发展后，画廊区的经营不
该一味循旧路走，如何解决眼前中小型
画廊流失的问题，如何改善画廊街的运
营机制，甚至会成为决定切尔西画廊街
存亡的关键，因为我们不得不从切尔西
区的“前浪”———美国苏荷艺术区的由
盛转衰中吸取教训。适当建立画廊之间
的联盟，求得互助，恐怕将会是保有切
尔西区繁盛的产出力的最佳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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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画廊区，其实是一个很局限的概念，有别
于一般的创意园区，画廊区往往在经营范围
上更加专业，对艺术品的品质有很好的保障。
巴黎左岸的艺术区世界知名，但最值得探讨
的还是其中的画廊聚集区。
即便在世界范围内，这样规模的画廊聚集

区也是屈指可数的，因为只有在艺术品交易市
场高度发达的城市，才有数量、质量够得上规格
的画廊体系为这样的区域出现提供资源保证。
巴黎左岸的画廊区比较成熟，但也并非一帆风
顺，那里也曾经遭遇过艺术区迁移的问题。

巴黎有五个重要的画廊聚集区，其中最为
经典的是围绕巴黎高等美院的左岸六区画廊
区；其二为蓬皮杜艺术中心附近及三区玛莱区；
其三为第八区商业区，由若干豪华画廊聚集而
成；其四为巴黎十三区路易斯-威思街画廊区，
如今这里的画廊已经寥寥无几；其五为最近几
年兴起的十八区，主要以年轻艺术家及新兴画
廊为主，代表了新一代都市新兴阶层文化。

在这其中，最具盛名并且始终平稳发展
的还是左岸六区的艺术画廊街，究竟它的成
功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又是什么使得
它能长盛不衰呢？

来到这里就会发现，作为艺术之都的巴
黎本身就具备了几百年来的艺术沉淀，画廊
更是数不胜数，而这中间，超过百年历史的更
不在少数，它们经过时代的考验，为巴黎留下
了纷繁的艺术品种以及大量珍贵的艺术精
品。如果说卢浮宫里珍藏的是殿堂级国宝，那
么在这些民间画廊里的不少也能称得上传世

名作，它们甚至包含了
世界更广范围的艺术结
晶，纵向覆盖了原始艺
术、古典艺术、现当代艺
术范畴，横向包揽了欧、
美、亚、非、澳等各块大陆上的不同艺术，只要
是想得到的，都能在这里的画廊中获得收获。
如此强大的收藏力以及对美术品的鉴赏力，
就是巴黎画廊百年来打响的名牌，品质和信
誉的保证为画廊聚集区提供了不竭的原动
力。一些在业界非常知名的画廊甚至不屑花
哨的店面，往往布置得非常不起眼，似乎不希
望有过多人去打扰，有几家要进行参观还必
须预约才行。能够这样“耍大牌”，不得不说还
是归功于良好成熟的行业机制。

不过，如今再去五个画廊区走走就不难
发现，名气响了，未必是好事。画廊区中有的
越来越商业化，艺术味儿锐减；有的得不到政
府的继续支持，形同虚设。就拿十三区画廊街
为例，最早落户在此的几家画廊，借着前卫的
理念、创意的作品，很快就在市场上闯出了名
堂，于是它们期待有更大的展示空间。而此
时，原本持支持态度的区政府却忽然变了脸，
变得对它们不闻不问。究其原因，还是十三区
政府发现，画廊区的经济效益并未给政府带
来经济利益，所以尽管画廊市场在这里越来
越红火，区政府却已失去了继续推动艺术产
业的动力了。于是在几年间，十三区的大部分
画廊不得不纷纷迁往其他区，以谋求新发展。

像这样因租金上涨并得不到政府支持的

现象在世界其他艺术聚集区也是一个普遍的
问题，如何维持这样的艺术园区的一贯风格，
保住那些金字招牌，势必需要一些官方的势
力给予一定的帮助，因为画廊主要在维持品
牌的同时，还要独自承受不
菲的租金实在很难。这两
年，国内一些画廊也从这些
画廊区中得到启发，试图在
国内尝试起这种联合发展
的形式———画廊联盟。

去年看到在上海出现
了以红坊艺术社区为原点
的“艺术红方暨画廊联盟”，
是由红坊内几家画廊自发
组织而成的国内首个非正
式专业联盟团体。虽然起步
晚于欧洲或美国等地，但也
说明国内画廊业正在不断
寻求新的机遇。成立联盟从
画廊之间的合作方面看，应
该比单纯因地理位置上的
联合更具优势，如何利用这
种优势，发挥画廊之间的合
作机制，相信能更好地完善
国内画廊行业的不成熟，打

造出更出色的联盟品牌，既让画廊收益更多，
也能有更多机会让公众走进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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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艺术园
区、创意园区这些概
念，在国内也不算新
鲜，而画廊区（或者画
廊街）又如何？它们又
是怎样的艺术平台，能
给艺术家、收藏家乃至
普通大众带来什么？从
艺术自由的美国纽约
切尔西和艺术之都的
法国巴黎左岸，两个知
名画廊区的成功与困
扰，或许能让我们得到
些许解答。 还能“活”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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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黎左岸画廊街到红坊画廊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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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切尔西画廊区的喜与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