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的当代艺术展览，由于资

本的介入使展览的规格有了飞跃性的

提升。如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85新

潮：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展览，

其策展思想与展品的选择虽然引发了

许多争议，但从展览场地的空间环境

以及视觉效果而言，却是一般内地的

展览难以望其项背的。艺术中心的馆

长费大为向记者透露，展览的展品有

80%是从世界各地借展的，展览预算

高达两百多万元。因此，有舆论认为，

这为中国美术馆的展览提供了新的标

杆，促使内地各大美术馆、艺术中心或

大画廊追求展览的规格与视觉效果。

内地也有不少机构不惜工本来办

类似的大型展览，如《2007武汉第二

届美术文献展》，据主办方之一的《美

术文献》杂志主编刘明透露，展览共投

入５００万元，大笔资金由某文化地
产投资方赞助，湖北省艺术馆负责提

供场地，杂志方面则负责艺术家的组

织和作品筹集并出资一部分。他透露，

武汉美术文献展会朝三年展的方向发

展，以后会与湖北省美术馆长期合作，

政府会有固定拨款。他强调，民间资本

的赞助和基金会资助的方式还是很值

得提倡的。赞助方的回报是肯定有的，

但一定不是商业利益，而是以体现企

业的文化和非物质价值。

目前，各大美术馆、艺术中心与画

廊，都会每年举行一两个品牌性的展

览，为了做好这些展览，他们在高额成

本的压力下不得不携手合作。北京当

代唐人艺术中心郑林就向记者透露，

2007年他们画廊就与今日美术馆合作

过3个大型展览。郑林向记者透露，像

《乌托邦的边界》这样的展览，今日美

术馆方面在场地、海报、宣传等方面给

予支持，画廊则负责艺术家的组织、作

品的筹集、运输与保险、印制画册、展

览布置等事宜。其他的两个展览也是

这样，只是在细节上有些微的调整和

协商。郑林认为，这种合作方式的展览

质量和学术性得到认可，也吸引了诸

如上海多伦美术馆等机构的兴趣。

当代艺术展览处于从艺术家、艺

术机构到社会公众这样一个艺术产业

链的中间环节，商业资本的介入带来

了展览的繁荣，从数量、质量与影响力

等方面全方位地促进了艺术展览的发

展，也给艺术的创作与展示、传播带来

全新的生态环境。大幅提升的商业成

本正在改变展览的生产机制，而资本

逐利的本性，也在腐蚀展览这个最重

要的生产环节，公益性成为幌子，学术

性、实验性缺失，诸多展览华丽的外表

之后是赤裸裸的商业目的。不过我们

还是可以看到，不管是双年展还是各

大美术馆、画廊的大型群展与个展，乃

至商业画廊的实验性展览，都在探索

适应市场环境的新的展览机制，取得

了可喜的突破。实践证明，只要厘清展

览的专业定位，在公益性、学术性、实

验性与商业性上取得平衡，资金介入

艺术展览是一件大好事，艺术的繁荣

还需要社会各界更多的资金参与。

机构打造品牌展览意识渐强

在当代艺术品市场走牛的背景下，当代艺术展览已成为资本介入艺

术产业链的前沿阵地，成为商业资本争夺艺术家与作品资源的第一目标。

2007年的无数展览表面上看确实是欣欣向荣，然而，种种乱象也伴

随而来。资本逐利的本性正在腐蚀展览这个最重要的生产环节，公益性

成为幌子，学术性、实验性缺失，诸多展览华丽的外表之后是赤裸裸的

商业目的。

然而，展览毕竟是对一种艺术现象的呈现，是对一种艺术精神的追问，

是对一种未来艺术方向的探索。资金介入艺术展览是一件好事，只是在热

闹背后，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唯如此，才是真正的繁荣，而不是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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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艺术品市场走牛的背景

下，当代艺术展览已成为资本介入

艺术产业链的前沿阵地，成为商业

资本争夺艺术家与作品资源的第一

目标。

而资本的介入带来竞争性的展览

热潮，又进一步造成展览成本高企，无

论是大型的学术性双年展还是实验性

的小型个展，都面临资金的压力，给传

统的展览机制带来严峻的挑战。

北京长征空间、比翼艺术中心和

亚洲艺术文献库近日共同推出了《第

二届“25000”年度最佳展览奖》评

选活动，他们的统计反映了去年“展

览热”的概况：2007年中国内地的当

代艺术展览多达1269场，展览虽然涉

及到全国23个省市，但主要集中在北

京 （多达 736场）、上海 （共 346

场），其他的地方只有一个零头；同

时，展览大都集中在下半年，以9月为

最多，共213场，其中北京128场，上

海64场（详见附图）。由此可见，中国

的当代艺术热，不仅表现在拍卖场上

成交价格与成交量的持续火爆，还表

现在当代艺术展览的持续高温。

当代艺术展览热可谓今天中国的

社会奇观。展览是艺术生产的核心环

节，尤其是当代艺术，在艺术观念迅速

嬗变、艺术媒介日新月异、艺术样式互

相渗透的背景下，许多艺术家都是为

特定的展览度身定制新作品，因此，展

览便成为资本介入艺术产业链的前沿

阵地，成为商业资本争夺艺术家与作

品资源的第一目标。资本介入引发的

展览热潮，加之市场上当代艺术品价

格飞涨，可谓双重的挑战，造成当代艺

术展览成本高企，传统的展览机制受

到严峻挑战。

展览热潮带来的激烈的竞争，也

引发了诸多怪相：

一、许多画廊与“艺术中心”的展

览呈现同质化现象，艺术家与作品大

同小异，令观众看来似曾相识，“审美

疲劳”影响了展览的效果；

二、许多专业性的展览如全国版

画展等，以及全国风景画展、全国小型

油画展等，则由出资举办展览的赞助

商低价吃进全部参展作品，使这些展

览的专业性、权威性大打折扣；

三、更离谱的是，一些以公益性、

学术性为号召的展览变成了资本的擂

台，如被批评家群起而攻之的“成都

双年展”，出资方独行独断，选择性地

采用策展专家的意见，导致展览的主

题、参展作品及其空间展示等各方面

都出现严重的缺陷，主办方还对批评

过前两届双年展的批评家开列黑名单

予以封杀，最后把双年展办成了一个

“批评与观众缺席的双年展”。

展览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说明资

本涌入当代艺术展览，必须遵循艺术展

览自身的规律，艺术展览要在商业上获

得成功，首先要在其艺术性与公益性上

被认可。而资本投资艺术展览，不管你是

出于什么目的，必须区分学术性展览、公

益性展览、实验性展览与商业性展览的

不同。面对当代艺术品市值高涨与展览

高温的双重挑战，2007年展览热中涌现

的许多成功的范例说明，适应这种双重

挑战的新的展览机制正在形成，不管是

学术性的展览、公益性的展览还是实验

性的展览，都可以收到理想的商业效果。

双年展是一种国际流行的大型学

术性展览的方式，以学术性、当代性与

国际性为诉求，被认为是当代艺术展览

中最前沿、最专业也最具影响力的大型

展览。这一类学术性公益性兼具的大型

展览，首先遇到展览成本高涨的难题。

因此，双年展如何获得各方资金特别是

商业资本的支持，就成为一个特殊的营

销课题。

广州三年展主办方广东美术馆馆

长王璜生告诉记者，广州三年展的资金

筹集有特殊的难题：由于广东美术馆行

政上不属于广州市管辖，广州政府没有

拨款支持，而广东省又认为广州三年展

只与广州市有关，也不会提供专款，其

资金的筹集不得不以“游击战”的形式

来完成。他们为了今年的第３届广州
三年展，采取了几项突破性的步骤：首

先，迈出了国际推广的新步伐，去年6

月2１日，在英国伦敦泰勒现代美术馆
召开广州三年展开放日推广会，邀请了

伦敦的艺术界专家如英国皇家艺术学

院院长以及收藏家萨奇等潜在的赞助

商，谋求学术和资金上的支持。然后，他

们还推出了流动论坛计划，分别在广

州、杭州、上海以及北京巡回，探讨亚洲

美术馆策略以及双年展的话题。此外，

他们还在南美、北美以及意大利等地区

聘用了4-5个研究策展人，为广东三年

展览收集信息和理论资料，并与香港的

亚洲文献库合作共享文献资料等。对于

机构赞助，他们也拟定了一系列回报政

策：例如，如果是大资金进入，就可以联

合主办或给予社会名誉等；对资金少的

赞助商，则考虑“切割”，比如将场地、

展览设计、布展、开幕酒会、论坛、出版、

艺术家的作品制作、机票等切块操作。

相形之下，上海双年展的日子要好

过得多：上海市政府对双年展全力支持，

承担了双年展的主要经费，还每届保持

相当的增幅。此外，他们最近刚刚得到瑞

士嘉盛莱宝私人银行的捐赠，从2008

年第七届到2016年第十一届连续五届

双年展都提供固定额度的资金，按上海

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的说法，其金额足

以弥补政府出资部分的不足，让今后五

届上海双年展无后顾之忧。更可贵的是，

捐赠者只以双年展合作伙伴的身份出

面，没有任何商业回报的要求。

这一可贵的长期支持可谓来之不

易，是上海双年展长期努力的结果。

2006年第六届上海双年展期间，也遇

到了资金瓶颈，借助业界的慷慨捐助才

圆满解决。为此他们也提出过“营销双

年展”的课题，还在第一财经频道的

“头脑风暴”节目中，请营销专家与双

年展的策展团队对话。在节目中，在场

的专家与“热心观众”中颇有一些营销

万能论的信奉者，他们向双年展策展团

队提出了许多“奇妙”的建议：比如出

卖上海双年展的冠名权、开设双年展贵

宾晚会卖高价入场券、将双年展的开支

部分进行切割以吸引赞助商等等。殊不

知双年展的策展团队都是一些把双年

展当作自己的眼睛般珍爱的人，这些建

议激怒了他们，最终双方不欢而散。其

实，那些营销专家犯了一个最基本的常

识性错误，就是忽视了双年展的学术性

与公益性，将之混同于普通的市场营

销。更重要的是，双年展的营销是一种

品牌营销，任何与双年展有关的资金合

作，不仅必须考虑其整体的、长期的社

会影响，还必须有利于其品牌价值的提

升与增值。

艺术家的新作展、新艺术家的个

展，是更具实验性的展览，往往有很大

的商业风险。而这样的展览，恰恰是眼

下的展览热中不多见的。因为，在商业

画廊充斥的今天，既缺乏支持实验性

展览的非营利的艺术机构，也缺乏灵

活多样的展览机制。倒是有的商业画

廊，为了吸引年轻艺术家，确立画廊在

圈内的地位和话语权，积极尝试诸多

实验性展览。例如，上海香格纳画廊的

劳伦斯就指出：现在中国有一个怪现

象，美术馆都做当红艺术家的展览，而

新艺术家的作品，却要到画廊办的展

览上去找。他一一列举了2007年香格

纳所举办的许多展览，都是属于那种

看不出销售前景的展览：如胡介鸣的

装置展“几十天和几十年”、李山等人

的“南瓜计划”、新艺术家孙逊的个展

“异邦”等，特别是在去年9月“上海

当代”国际博览会期间，他们举办了

一系列个展，其中的梁绍基个展

“云”、张鼎的个展“工具”等，都是这

类性质的个展。上海华氏画廊从2007

年起开始推出“X”计划，举办了四川

美院毕业的年轻艺术家的第一个展

览。“X”计划由画廊提供资金，聘请

在各地美术院校中担任教职的年轻

人做策展人，来挑选优秀毕业生的作

品举办群展。画廊负责人华雨舟表示，

“X”计划将每年举办一次这样的群

展，展览的场地也不限于画廊的空间，

会走出去到美术馆办展览。

不过，非营利艺术机构也不是无

所作为。以目前硕果仅存的非营利艺

术机构之一上海比翼艺术中心为例，

借助基金会的支持，他们每年资助艺

术家举办十几个实验性的展览，提供

展览场地与制作费。据中心艺术总监

徐震介绍，虽然对每个艺术家的资助

资金只有一万元，对于装置、影像艺术

来说很有限，但还是很受艺术家的欢

迎。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也在探索类

似的支持年轻艺术家的实验性展览

的机制，比如他们一直在摸索“艺术

银行”的模式。据馆长沈其斌介绍，

“艺术银行”是西方的一种非营利性

机构，购买和收藏或代理年轻艺术家

的作品，出租这些作品放到公共空间

展示。而“证大”则作为一种扶持青年

艺术家的展览项目，资助他们在艺术

馆的空间里做展览，所有费用都由艺

术馆出，比如《中国当代艺术学院教

育展》、《艳色偶人》、《脑震荡：李小

松个展》以及《知了———马良视觉影

像展》等等近１０来个展览，都是通
过“艺术银行”项目来完成的。

去年10月首次举办的上海电子艺

术节，是一项有多种形式与机制的展

览共同参与的公益活动，也是又一项

与上海城市形象的品牌塑造有关的大

型展览，较之上海双年展更具有实验

性、技术性与群众性。整个电子艺术

节，包括5个规模不等的核心层展览，8

个专业机构操办的外围展览以及同上

海国际艺术节交叉的一些从剧场到广

场、街头等公共空间的互动项目。如此

大规模的上海电子艺术节，在短短数

月的时间内得以实现，不能不说是一

个奇迹，因为，这不仅要在电子艺术节

的整体框架上创新，更需要灵活多样

的展览机制与运作方式。

作为主办方之一的文化基金会的

代表，电子艺术节的项目总经理周英

姿向记者透露，电子艺术节由政府牵

头，共花费数千万元，得到了政府的大

力支持。同时，也采用了多种筹资和融

资方式，把电子艺术节作为一个理念

和品牌来做。在融资方面，艺术节主办

方就充分考虑到展览内容与展出场地

之间的关系，让内容与场地达成一定

的共同点，不仅在展出效果上得到了

广泛的认同，同时也赢得了场地提供

方的支持，在场地费用以及人力资源

上都对电子艺术节给予了不同程度的

赞助和免费支持。整个艺术节的每个

部分几乎都有机构的参与，可以说是

借鸡生蛋。其中，由电子艺术节班底深

度策划和制作的5个展览中，规模较大

的是在上海科技馆举办的《“魔幻瞬

间”———奥地利ArtsElectronica特

别展》 和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

《“Fabrica：睁开双眼”———蓬皮杜中

心巡回展》。3个小型展览都是扶持性

的展览：浦东新区图书馆的《叠化———

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系学生作品展》、

土山湾美术馆的《@源———新媒体艺

术学生展》 和徐汇艺术馆《“Doll

House”———日韩新媒体艺术家邀请

展》。《“Fabrica：睁开双眼”———蓬

皮杜中心巡回展》采取双方各付一半

资金的模式，而《“魔幻瞬间”———奥

地利ArtsElectronica特别展》则是

奥地利方面将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源折

价提供。3个小型展览由电子艺术节的

整体预算出资，不过日韩青年艺术家

的展览则受到了亚洲友好协会的资

助。另外上海当代艺术馆的《从现代性

到永恒———动漫美学双年展》和7个在

私人画廊空间进行的展览，都是由画

廊和艺术馆自己负责。这样的合作使

那些画廊和艺术馆能够融入整个电子

艺术节中，大家同唱一台戏，共同勾画

美好城市景象。

对于以后电子艺术节的举办，周

英姿透露，会考虑在一种公益性的活

动中寻找一些可能的营利点，进一步

挖掘商机，寻找一些可以进行商业运

作、质量又高的展览，作为公益性的补

充。她说，将来上海电子艺术节希望可

以两条腿走路，要做到公益性就公益

到彻底，商业性就要商业到彻底。同

时，也会加大市场的运作，借助一些大

牌国际公司的方式来寻找国际资金的

支持，比如有可能与英国排名前50名

的文化推广公司ColmanGetty（法兰

克福图书节的推广商，也是2012伦敦

奥运会文化方面的推广单位）接洽，考

虑让他们做上海电子艺术节的市场推

广和媒体链接。另外，电子艺术节还拥

有一位英国资深顾问PhilipDodd先

生，通过他的国际资源和广阔脉络，帮

助寻找如大型的冠名权赞助商。不过

要求是能找到其整体气质、架构能与

电子艺术节相匹配的企业，不可能把

一个完全不相关的名字套在电子艺术

节上。他们自己的团队也在寻找和洽

谈这样的机构和企业，比如正在与韩

国三星接触。她表示，电子艺术节的营

销工作，就是寻找能帮助解决资金渠

道的合作方，合作的方式可以有很多

种。钱是一方面，另外，如果能为中国

留下好的资源、好的作品，留一些好

的机会给年轻艺术家，那么，电子艺

术节也是会考虑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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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展览热持续高温

城市群展!上海电子艺术节树立的榜样

实验性展览!商业资助模式初现

双年展!求解成本高企的现实困境

当代艺术展览热的种种怪相

!
"
"
#

年
全
国
当
代
艺
术
展
览
数
据
统
计
表

省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总计
安徽 1 1
北京 27 16 59 87 56 36 50 48 128 76 66 87 736
福建 1 1 1 3 1 7
广东 6 5 4 7 5 4 7 4 6 7 17 72
贵州 1 1
海南 1 1
河北 1 1 2
河南 1 1
湖北 2 1 1 2 6
湖南 2 2
吉林 1 1
江苏 1 2 1 1 1 1 2 9
辽宁 1 1
内蒙古 1 1
山东 1 1 2 4
山西 1 1 3 5
陕西 1 2 3
上海 19 10 26 33 29 19 23 20 64 39 35 29 346
四川 1 2 4 3 1 1 1 5 1 2 2 23
天津 1 2 1 3 7
云南 1 1 1 1 4
浙江 1 1 1 1 1 1 3 2 1 1 13
重庆 1 1 1 4 2 4 2 1 3 1 3 23
总计 59 28 96 138 102 72 84 79 213 134 116 148 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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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介入当代艺术展览!但愿促进繁荣避免泛滥
———剖析高温下的当代艺术展览机制

当代艺术热带来了国际交流

热，欧美诸多机构都开始与国内的

美术馆、艺术中心、画廊合作，既引

进国外的当代艺术展览，也 “输

出”中国的展览。这两类展览都有

高额的成本，需要灵活的展览机

制。北京今日美术馆投资人张宝全

就向记者透露，由于国际交流展览

成本过高，必须得到国外基金会的

资助，而得到他们的资助的前提，

就是美术馆的非营利性质，因此，

今日美术馆才下决心改制为非营

利的公益性机构。

据当代唐人艺术中心郑林介绍，

他们将与罗马当代艺术中心合作主

办《抵抗风景》的展览，参加罗马国

际艺术节。罗马当代艺术中心不仅免

费提供展览空间，还将出资20万欧

元作为展览资金。同样，上海证大现

代艺术馆的大型国际巡回展《软力

量———亚洲态度》，也采用机构与机

构之间的合作方式：在谁的空间展出

就由谁全权出资，如在波兰展出的时

候由波兹南国家美术馆承担所有费

用，共耗资近200万元。馆长沈其斌

提出，大型展览尤其是国际性的巡回

展和交流展要办好，合作的模式需要

多种多样：比如可以共同策划、共同

出资、双向或多向巡回交流；也可以

对方出资，本体只负责策划组织；不

过也有为自己的学术和专业推广，完

全自主出资到各地展出等。

目前也有民间机构参与国际交

流展览。如上海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在民间资金支持下，与西班牙瓦伦

西亚现代艺术馆合作，按照谁主办

的展览谁出资的原则，在两地对等

地举行交流展：在上海城市规划陈

列馆举办了瓦伦西亚艺术馆的馆藏

艺术品展览“铁匠们的炼金术”；而

在瓦伦西亚艺术馆则举办了上海画

家的油画新作展。

国际交流展!需要灵活的国际合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