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年!"#$%%#&'!展"每两年举办一届"

是许多国家采用的一种制度化的艺术展

览形式#多数是跨国界的国际性展事"旨

在反映当代世界艺术的前沿探索与当前

面貌" 成为全球文化互鉴融合的一大平

台# 这种定期举办的艺术展还有三年展

等形式#

()*+年 ,月 (*日" 威尼斯市议会

通过一项决议" 决定策划一个意大利的

艺术双年展" 发起人正是当时的市长里

卡多$塞瓦提可% ()*-年 ,月 +.日"首

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吸引了 /.多万名

参观者"反响十分强烈#

当今世界著名的三大艺术展分别是

威尼斯双年展& 圣保罗双年展和卡塞尔

文献展#除此之外"还有伊斯坦布尔双年

展&哈瓦那双年展等"也因其各具特色受

到世人瞩目#

! ! !!月 "#日，最负盛名的威尼斯双年展落
下帷幕，人们在意犹未尽的同时更在思考：为什
么世界上这么多双年展中威尼斯独树一帜，如
此吸引人？双年展并不是新事物，但我们至今还
是说不清它究竟是什么，又是靠何“受宠”。

! 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双年展是威尼斯

双年展!!"#$年开始举办! 至今已经百余年!

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艺术盛事" 每

到展览期间!%&"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不到 #

万的百余个岛屿上! 每一个角落都布满大大

小小的展览!迎来世界各地无数的游客"

今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沿用“主题展$

国家馆$机构参与的平行展”形式，主题馆打
造成了“百科殿堂”，双年展主展场绿园城堡、
军械库等场地更是人头攒动。而近 %&个参展
国家馆则各显神通：美国馆前摆放着一个倒
放的坦克，一个人在坦克履带上跑步，引得无
数人惊讶、议论、拍照，其中一人大喊：“这就
是美国。”“粗野派”艺术家托马斯·赫赛豪恩
（'()*+, -./,0(()/1）则将瑞士馆改造为一个
由镜子和商品组成的迷阵，点缀着暴力、死亡
主题的照片，水晶迷宫上写道：“我们必须和
无所不在的透明作斗争。”英国馆被迈克·尼

尔森（2.34 546,)1）设计成一个昏暗光照下的
公寓，带着一个天井，倒显得呼应“启明”的展
会主题。公寓里用木材、家具、杂志、衣服等，
布置出“有故事”的场景。据说，英国馆在预展
期间，就得排队一个小时才能进去。关于这次
威尼斯双年展，独立策展人比利·安娜（7.6!
8+1+ 9./.0）评价：“也许是国家馆艺术意趣很
难准确完整体现的原因，除了德国馆、新加坡
馆及波兰馆外，其它都难说很好。”

中国 "&&:年以来已连续多次参展，今年
中国馆的主题是“变位”。有论者说，“中国式
展览宣传和推广总是让人有一种中国当代艺
术占领威尼斯似的成就感”，但“威尼斯艺术
标准”背后的巨大产业链正好吃进“中国迫切
的国际化认同心态”，所以这次国家馆、平行
展，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身影显然多起来
了：肖戈的《大运
河》、王林的《未曾呈
现的声音》（规模最
大的平行展之一）、
王庆松摄影作品的
《跟他学》、何云昌的
行为艺术作品《威尼
斯海水》、舒勇的大
型互动装置艺术《古
歌砖》，甚至徽派建
筑的门楼也被搬到
了威尼斯。

! 百年历史#

吸引数十万人蜂拥

而至!素有艺术界奥

运会之称的威尼斯

艺术双年展!在今天

成为世界学习榜样

的同时!也有质疑声

不断$其越来越博览

化#旅游化的发展是

好是坏%将艺术当成

逗乐与消遣的对象

是否与双年展创立

的最初目的相违背%

随着新兴经济
体的不断兴起和走向舞台中央，“西方主义”
价值逐渐褪去金色的光环，威尼斯双年展的
“圣坛”随之发生倾斜；随着新兴技术和手段
的极大丰富，原本场所固定、时间固定的双年
展，也不一定是人们看世界的主要渠道了；更
何况，高度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人都为自己
的思想做主，也不需要海德格尔、福柯、弗洛
伊德这样的大师去引导我们看待和分析世界
了；再者双年展都有主题，可是作品都是早就
构思好的，如何呼应展会主题？更何况，当今
的策展人是否严格按照主题选作品？

回顾威尼斯双年展，当年它是造了很多
“星”的，比如被称为混合艺术大师的罗伯特·

劳申伯格（;)<4/= ;+>,0(41<4/?）。在极简抽象
主义拼贴画的试验中，他“混合”不同材质、媒
介进行创作；他倡导生活就等于艺术的创作
主张，冲破了传统绘画的载体局限，创造了著
名的“混合绘画”艺术，对后来风靡全球的波
普艺术起到了引导作用。!%@:年，时年 A&岁
的劳申伯格在北京举办了他的个人展览，从
而掀起了中国“@:美术新潮”，他也被誉为中
国当代艺术的美国启蒙大师。正是 !%A#年的
威尼斯双年展大奖将他推向了世界。法国当
代著名艺术大师、野兽派绘画的主要代表人
物亨利·马蒂斯 B-41/. 2+=.,,4C !%:&年获得
威尼斯艺术节大奖；"&!&年，一件阿尔贝托·
贾科梅蒂（D6<4/=) E.+0)*4==.）!%A&年的雕塑
作品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拍出了 !F&#G亿美
元的价格，而贾科梅蒂正是因为 !%A"年获得
威尼斯双年展的雕塑大奖而赢得声名。

可是，如今，“威尼斯商人”渐渐遮掩了
“威尼斯艺术”，生意和盈利渐渐消解了艺术
的意趣和清纯。

! 近些年来! 国内双年展出现之多#出

现之快都令人咋舌! 常常在展出前就响亮地

打出&最值得一看'#&大师佳作云集'等招牌!

而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那么成为一场场

烧钱展也是必然"

笔者也曾参观了国
内数家声名颇旺、来头
挺大的“双年展”，他们
往往都有政府“顶腰”，
绘画、声音、装置、建筑
门类齐全，在偌大的老
厂房里闪亮登场。但热
热闹闹的开幕式之后，
随之领券参观，可是工
作人员却常常比参观者
多。这些双年展、三年
展，学的是威尼斯的样
子，可是却没有那样成
熟的运作和盈利模式，
往往表达的都是政府的
意愿，内容常常都是朋
友“圈子展”、“面子展”，
因为我们常看到某一件
作品这里搬了那里搬，
同一个面孔看多了也就
叫得上名字了。

艺术双年展，毫无
疑问应该是城市的节
日，更是市民、观众的节
日。可是，双年展上的很

多作品却被“学术性”深奥地包装着，原本最
应该让人愉悦的艺术变得陌生和复杂起来，
以致常常很难读懂，在我们看来这正是“艺
术家”们为寓意粗浅的作品包上的一层坚硬
的壳。
如果艺术无人欣赏，那么这种艺术展现

形式意义何在？国内双年展，年年处处都有老
面孔（作品）的“炒冷饭”模式何时是个尽头？
怎能让观众为艺术而来，却让艺术难被欣赏？
我相信，威尼斯双年展作为一大巨头，无论其
成功或不足之处，都能为国内的“后生”们给
出一些启发。0本刊 1/月 /日意大利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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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威尼斯商人”占领艺术国度
!!!从顶级双年展反思各大艺展该何去何从

" 周良珏0本刊威尼斯特约评论员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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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馆内的行为艺术

让人感到十分新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