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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未来的历史”
———一家私人美术馆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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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来自生命的体验

香槟、美食，戴着夸张的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风格假头套的服务生，以及临时安装的带
有迪厅感觉的射灯，为了向沃霍尔致敬，贵宾
预览会当日的余德耀美术馆一楼还原了 !"#$

年《影子》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场景。
然而，被誉为“关于无常的纪念碑”的不朽之
作，完全与“波普之王”留给大众的刻板印象
不同，撇去时尚的浮夸，这件特别的作品终于
还原了安迪作为思想者的严肃与沉重。

%&'幅作品连续不断地排列在一起，铺满
了四面墙，身处其中，一种无穷无尽的气场围
拢而来，那些由大面积黑色和不同体积、不同
高饱和度色构成的画面似乎空无一物，又好
像是某些东西的影子，营造了一个复杂而具
有思想性的意境。
“我第一次看到《影子》这件作品是在华

盛顿的 ()*+,,-*. /0+102，也是 %&'幅作品
的完整展出，当时我就为之震惊了。”余德耀
回忆道。有人认为这组作品暗示了艺术本身
就是相互模仿，重叠，乃至相逢的再现，但对
余德耀而言，这种虚幻与真实的相逢感，超越
了艺术，让他似曾相似。
余德耀并不惮于谈论自己这一年多来经历

的那场有关生死的大病：“我确信在自己病重
时，我的眼前也出现过这样的影子。沃霍尔曾经
历过一次枪击事件，医生甚至宣布过沃霍尔已
在临床上死亡。虽然艺术家并未解释过《影子》
的创作动机，但我从中看到了某种关联。”

事实上，《影子》确实是沃霍尔非常重要、
非常特别的一件作品，它曾先后在 ()*+,,-*.、
洛杉矶现代艺术博物馆、巴黎现代艺术博物
馆与西班牙古根海姆美术馆巡展，如今，在余
德耀的努力下，来到了上海。
去年，纽约 3)4艺术基金会总监杰西卡·

摩根（51++)64 /-*74.）邀请余德耀去一次午餐
会，而《影子》正是该基金会的核心藏品之一。
“我可以借《影子》到余德耀美术馆展览吗？”大
约两分钟后，杰西卡同意了余德耀的请求。
“也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在上海所做的，

才能让 51++)64马上就同意了。”余德耀说。

坐拥数千件中国与国际当代艺术藏品，
作为唯一的华人进入 8*9 : 8069)-.全球艺
术 ;-<1*%&&的前十名，并在 '&%'年登上世
界最权威艺术榜单 8*9 =1>)1< ;-<1* %&&的
余德耀，显然是令美术馆颇具说服力的一个
重要原因。正是他在艺术圈的人脉，让余德耀
美术馆能不断“轻易”与世界知名艺术机构达
成合作。而让余德耀美术馆一举奠定声誉的，
不能不提今年举办的贾科梅蒂在国内的首次
大型回顾展。

?&%@年 A月，余德耀在巴塞尔遇到了认
识多年的贾科梅蒂基金会负责人凯瑟琳·格
雷尼尔（B49,1*).1 C*1.)1*）。当格雷尼尔谈及
希望能在亚洲做一个大项目时，尽管当时距
离余德耀美术馆开馆才不久，出于对余德耀
的信任，双方还是谈定了一个初步方案。而
后，在长达两年的谈判与筹备期中，展览规格
不断上升，开始计划的展出作品由 %&&件，增
加至 %D&、?&&件，最终确立对公众展出的作
品约为 ?D&件，集中呈现贾科梅蒂整个艺术
生涯的面貌。美术馆严格执行了法方所提出
的对参展场地及布展的所有要求，仅为了底
楼展示区的灯光，余德耀就花了近一百万元。
但也正是这样的精益求精之下，这个高质量
的展览，不仅提升了作为专业美术馆的硬件
设施，也让美术馆的团队从青涩走向成熟。

今年 D月 %D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
东及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部长洛朗·法比
尤斯（E40*1.9 F4G)0+）见证了贾科梅蒂个人回
顾展的签约仪式，将这一展览升级为“国与国
文化交流事件”，这也是国与国之间最高规格
的艺术交流活动，首次落户中国私人美术馆。

展览推动多方交流

全球很多公共美术馆前身都是私人美术
馆，比如/-/8H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I或者古根
汉姆博物馆。这也是余德耀一开始就定好的标
杆：“至少，我要把我这辈子能打的基础打好。”

?&%@年 D月 %$日，余德耀美术馆开馆。
在此之前，余德耀曾在故乡雅加达创立了第
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私人美术馆，如今，因
为身体原因，收缩战场的他已关闭了这家美

术馆，亦出售了在雅加达的主要生意。“作为
上海的女婿，落户上海二十年，我在上海没有
任何投资，美术馆是我唯一的事业，而且余德
耀美术馆永远不会走商业路线。”余德耀表示。

?&&@年前后，余德耀开始集中收藏中国
艺术品，最初的发心，来源于印尼的社会动荡
带给余德耀的磨难，作为一名华侨，他希望看
到中华文化在印尼的传承和体现，希望通过
艺术把中国元素带入印尼社会，同时也能将
自己的藏品面向公众。

余德耀迷恋装置艺术，他觉得这种强烈
直观的艺术，融入了社会学、艺术学、人类学
和心理学等各种理论，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超
出了艺术形式和美学的讨论范畴。然而，这些
装置的运输和维护成本很高，流通程度不高，
考验的是收藏家的兴趣和魄力。

除了装置艺术，余德耀另一个收藏重点
是上世纪 $&J"&年代的当代艺术作品。在他
看来，这段时间的作品是中国第一代当代艺术
最宝贵的创作。他的藏品中不乏曾梵志、王广
义、刘炜、丁乙、张恩利等知名艺术家的作品。
'&%&年，以 AA"万美元竞得张晓刚 %""'年创
作的《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二号》，成为
余德耀在当代艺术收藏界异军突起的标志。
“我是中国人，我希望这件作品留在中

国。我要梳理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
脉络，所以它们应该是在其所处的时代中，能
够在艺术史的画册上留下印记的作品。当然
我也会有选择性地收藏能与中国当代艺术对
话的国际当代艺术作品。”余德耀解释道。

而先于《影子》展，一个叫 KLM=;K;（波
普之上）的群展在贾科梅蒂回顾展之后开展
了。“事实上，是先定下了《影子》这幅作品，然
后才设计的《波普之上》这个展览。”余德耀说。
策展人之一，凯伦·史密斯（N4*1. O2)9,I作为
一位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工作了将近 ?&多年
的专家，拓展了策划的概念，把中国当代艺术
家中比较年轻的也加入到了对话框架中。最
重要的总是压轴出场，这样的一个设定，凸显
出了《影子》的地位，同时也让《波普之上》中的
一些年轻艺术家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师达成了
一种交流。
《影子》和《波普之上》两个展的策展过

程，体现了余德耀一贯的态度：让过去与现
在，让东方与西方进行对话。
“在国外，学术永远是走在市场的前面。

美术馆会很有耐心和系统地去培养有潜质的
年轻艺术家，而在中国，市场却远远走在了学
术之前，导致年轻艺术家被‘宠坏’，在急功近
利的环境下，艺术家很难沉淀。”
“中国传统艺术当然是经典的，好的。但

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当代艺术了
呢？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与传统不冲突，它是
承前启后的艺术，中国的当代文化必须竖起
来，需要被尊重的不仅是中国的历史，更应该
是中国的当下。”作为一个致力于探索新的艺
术领域的艺术的搜寻者，余德耀坦言，自己也
是苦乐参半：“我有幸收藏了‘中国当代艺术
史’，但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件美术馆现在能
承担起梳理中国自上世纪 $&年代以来的艺
术流变的重任。”

?&&P年，余德耀成立了自己的非营利艺
术基金会“余德耀基金会”（Q0R F-0.S49)-.）；
通过收藏、美术馆活动、赞助项目和学术项目
等，致力于促进当代艺术家的成长、推动当代
艺术的发展，并藉此为西方和亚洲的当代艺
术创建一个交流的平台。
“虽然有顾问团，但在收藏方面，我还是

比较‘专制’。‘收而不藏’也是我的理念，我们
是艺术赞助者，也是艺术保护者，艺术的生命
比我们长。”经年来，余德耀向法国蓬皮杜艺
术中心、美国布鲁克林美术馆、新加坡美术馆
等捐赠了一批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也持续通
过出借展品来帮助很多包括英、法等海内外
的机构做相关展览。“我认为这是一个艺术基
金应该做的事情，作为参与到国际艺术舞台
上的一方，我们有义务使得顶尖的中国当代
艺术家作品进入西方那些值得尊重的美术馆
的馆藏体系。”

尽管有时也觉得孤单，但余德耀依然在
倔强地奔跑着，呐喊着。“我现在在收藏一段历
史，我也是在猜这些艺术品能否将来在艺术史
中占据一席之位；我做的事能否帮助推动历
史，需要后人来判断。抑或变成野史也不重要，
至少我在做。但如果同时能有五个或十个这
样的我在一起努力，或许情况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