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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博一：关于策展

原载《艺术银行》杂志第49期。原文标题为《冯博一：关于策展和策展针对性与有效性的思考》。上图

是作者在何香凝美术馆策划的“无所不在——张大力作品展”开幕现场。

《打边炉》获得作者授权发布。

在中国当代艺术生态中，展览和展览策划本身已构成当代艺术发展变化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这一系统链接环节的作用与影响已获得广泛的共

识。以往对艺术作品及艺术家的时代处境，以及成长经验与记忆，乃至艺术

家个人性格等等的研究发掘，那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而将展览和策

展人的工作与艺术创作关系纳入到当代艺术史中加以研究论述，则丰富了视

觉艺术研究的视野。同时，策展人工作能量与作用也使展览策划愈来受到关

注、重视与追随。当我询问从美术院校艺术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未来发展方向

时，大部分都表示愿意从事策展人这一行当，包括近些年艺术展览的风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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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都说明了展览与策展在当代艺术发展中的有效性影响。

我一直以为策展人与艺术家在对待艺术的态度、思路与方法论在本质上具有

一致性。艺术家个人在创作上无论是“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

术”，大致都是对传统文化、当代文化的立场与态度的显现，并结合历史、

社会文化的资源与自身的处境，以及个人的成长经验与生存记忆，在艺术表

现上寻求一个切入点，也就是文化的、现实的针对性，并利用不同的媒介材

料和语言方式，言说他的思考，他的追求，他的判断，他的情感等等。艺术

家是通过一种视觉的样式来给予展示的自我，而题材媒介材料语言方式的选

则只是为所言说的观念更为贴切与充分而已。或者说，艺术家通过个人认知

的个性化方式表达对世界和人自身的看法。策展人其实也是面对纷繁的历

史、当代文化，艺术家的创作分析，乃至个人的考察、思考、研究的范畴，

试图通过展览的主题、策展的理念和展览本身，包括撰写的展览论文、画册

文本的编辑等等，提示出策展人对艺术对文化的一种观点。只不过策展人的

认知是通过他策划的一个展览来给予支撑和呈现的，而这个或者是个展或者

是联展的展览又是由艺术家的若干作品来构成的。也就是说展览本身是策展

人“创作”的一件“作品”。记得老栗与徐冰的一次对话中，老栗说徐冰跻

身于西方艺术系统只不过是在西式大餐中的一碟春卷，徐冰反诘道：你也是

吧。可以看出艺术家与策展人、批评家的身份、位置基本如此。这也是中国

当代艺术中有许多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之间不断转换身份而出现的现

象。当然，还是略有区别。艺术家可以只对自己的创作和作品负责，尽管还

需要与评论家，策展人、画廊、藏家等等打交道时的策略考虑，但艺术家不

必像以往那种仅依靠画廊的推介，因为现在艺术家发展的渠道与机会亦是多

种多样。而策展人需要忙活的就更多一些，他所面对的问题和头绪更复杂，

包括：经费的筹集、展览场地的落实、艺术家作品与方案的调整、各位艺术

家作品摆放的协调、展览的整体布置、画册的编辑、宣传的推广，甚至与布

展工人、运输、保险公司的纠缠等等。所以，我经常在策展时自嘲说：“我

就是一个包工头，像贫下中农一样辛苦”。但凡是一位真正策展人对其中的

艰辛应该是很有体验和认同的。从这个角度说来，我羡慕艺术家，因为他尽

可以以一种个人的方式来把握自己的创作。如果用一个不慎恰当的比喻，艺

术家像是电影中的演员，把角色演好即可，而策展人更像是拍摄电影中的导

演，需要对影片的整体把握。

之所以策展人受到追捧，那是因为策展人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这个话语权

与他的学养、造诣、学术判断和工作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与他的人脉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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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以及给艺术家造就的机会有关联。他邀请谁来参展意味着某种学术的商业

的机会的来临。而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出路，就是发表、展示和收藏，这是不

言而喻的功利性目的。所以，艺术家总是趋之若鹜地围绕在策展人的周围，

而策展人在江湖中各立山头，也就造成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的策展行当充

斥着各种“垃圾”展览，或许一些所谓的策展人就是这些垃圾的制造者。坊

间有一种说法：现在是个傻逼就是策展人。话语虽糙，但恰似形容了这些年

来中国艺术展览策划状况的混杂，尤其是艺术市场的火爆导致了艺术江湖尔

虞我诈的博弈。这个江湖当然包括展览和策划。其实，资本或财富本身是个

中性词语，没有问题，关键是获得和消费这些资本财富的运作方式是否正

当。在金融危机到临之前，每当好的季节或周末或有大的艺术活动之际，各

种展览信息铺天盖地，甚至你的手机短信和邮箱都要被发爆了一般。人人都

感叹展览频繁，以至于都感到看不过来的厌烦。展览和策展人的泛滥类似于

我们曾经的工农业“大跃进”，而静下心来仔细回顾，却又没有什么印象深

刻的好展览，或许真正深入探讨问题的学术型的，并值得你进一步思考的展

览，在良莠不齐之中相互抵消而难以脱颖而出。如同我们混乱的艺术市场一

样的泥沙俱下，滥竽充数。

根据我的经验和总结，我以为策划一个艺术展览，首先是要明确策展人的目

的是什么?也就是其学术主题的文化针对性在哪里?如何寻求一个学术的着眼

点或切入口?策展人要通过这个展览说明、发现什么问题?它与未来艺术创作

究竟会发生怎样的联系?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展览就要承载如此多的命题，但

是应该由策展人在策划展览时给予考虑的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今年春

节过后，在何香凝美术馆策划了张大力的个展。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大

力就以街头涂鸦的作品“对话”而闻名，也是最早关注民生，并以此为题材

进行创作的代表性艺术家之一。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而兴建的移民城

市，“民工”是其城市化建设中主要的劳动力，从事着最艰苦的工作。之所

以在深圳举办他的展览就是因为此展对深圳来说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和特

殊的现实意义。展览开幕后就有深圳的民工自发找到艺术家张大力倾诉他们

看完展览后的感触。从而，使那些在经济增长进程中被抛在外面的弱势群体

能够重新获得与这个社会对话的机会与权利，使个体的生命和个体生命的历

史被赋予应有的权利与价值。同时，也显示了艺术积极介入社会的作用。因

为展览的针对性直接涉及到展览的有效性，这个有效性也就是展览对艺术创

作的影响与作用。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效的，因为她给世界提供了

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论，但中国当代文化的有效性却是欠缺的。所以奥

运会上的开幕式只能是演绎我们祖上的辉煌成就，也所以我们当代文化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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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山寨版”式的文化，这也是西方诟病我们当代文化的盗版与拷贝原因之

一。而西方的文化是具有有效性的，我们现行的理论基础都来自于西方哲学

的建构;日本的卡通、动漫文化也是有效的，她正在影响着整个亚洲地区大众

的流行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现在看一个展览、一幅画、一部电影或一本小说(纯娱

乐性的不在此讨论之列)，首先要看它们是否引起了我的思考。思考的前提是

它与我们惯常的传统思维、审美观念发生了怎样的触碰，它是否提示出新的

感念，是否开启了新的认知空间和角度，它是否导致了我们在方法论上的改

变。一句话，它的创造性价值体现在何处?滥俗地讲就是是否具备了“自主创

新的意识与方法”。再举一个艺术家徐冰作品的个案。2006年他在苏州博物

馆展出的《背后的故事》，巧妙地利用展区的特点与场地的某种局限性, 充

分而且成功地将局限性而转化为最有效的作品展示因素，使作品找寻到了一

种与环境以及与艺术品之间的奇妙关系。它既不是传统概念的室外公共性艺

术作品的制作，又不是与外界阻隔的封闭式的展厅内的艺术展示，而是苏州

的环境与他作品的媒介，以及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资源之间的利用与被利用

的关系，也是一种以往观看作品视觉经验的看与被看之间的新型的视觉角

度。我们可以想象，巨幅的中国山水画卷的影像与苏州博物馆建筑物之间，

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将毫不相干的两者触接在一起，给人们提示了对文化时空

和物理时空的新概念：即以江南美景为主的中国传统山水画由苏州的自然风

景的自身部分而延伸出的异域景观，构成了一种极有意味的变异与转换关

系，这种转换是以作品本身的材料而构成了最具有触碰性的衔接效果。进一

步的指涉是在一种传统文化基因身上变异出了与它既有关联又完全不同的一

种异体形态，一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关系。还从

一个特殊的认知与视觉的切入点讨论了东、西方对自然的不同态度。中国人

对待自然更多的是一种内敛的观看方式，习惯于将真实的风景转变为虚构

的、经过处理的盆景式的景观，并寄予内心某种理想的境界与诉求，而西方

人则是追求真实、客观的景致，落地窗式的向外看的方式。作品的效果显示

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大国的气派，而不是使用西方人眼中东方的、中国的神

秘玄学，甚至炫耀东方“视觉奇观”的“自我东方主义”, 即自我神秘化和

自我妖魔化，以及将中国元素、符号的滥用。或者是基于犬儒主义的态度而

对西方经典现代主义系统的模仿与追随。这是艺术家徐冰多年来置身于当代

文化的境遇，不断地进行艺术实验及对当代艺术研究走势的敏感、思考所做

出的判断与创作，从而导致的对以往旧有艺术在方法论上的改变。他这一作

品更深层的观念支撑是哲学层面的中国智慧，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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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层面，更不是将中国元素、符号的滥用。它是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论

为基点，而独立于西方当代艺术理论框架。这一点是重要的，它既是徐冰艺

术的创造性体现，也是我们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当代艺术进行平等、主动对

话的条件和基础。

至于策展的类别与形式，它可以是有关视觉历史的，可以是个案的，也可以

是现时创作状态进行学术梳理的等等多层面地展开。比如，我于1998年在一

非展览空间的工厂仓库策划的“生存痕迹”的展览，是试图将这一非正式

的、非公开的场地有机地转化为实验艺术创作与展示的空间。通过城市与乡

村的结合部，从地理概念的都市转移到乡村，从文化概念的中心转移至边

缘。这既是中国当代实验艺术生存环境和现有状态的真实写照，又是对中国

当代实验艺术家“就地创作”工作方式的某种认同与利用。即游离于中心的

城市之外，以边缘化的立场进行本土性的“就地展示”。而2000年的“不合

作方式”展览则是针对西方艺术系统与中国官方系统对当代艺术态度的转变

而强调艺术的独立与自由的品质。如果仅是将一些艺术家的现成作品凑到某

一个展厅，参展艺术家作品之间又没有内在关系，再起一个不着四六的所谓

学术的、时髦的题目，那就是一个展示而已，如同2008年某家美国著名画廊

在北京798亮相的展览一样，尽管“大腕”云集。而作为一个完整的和将某一

学术线索厘清的展览，最起码是要按照策展人的思路将有关代表性艺术家的

创作集合在一起，从而相对客观与全面地呈现在这一层面的创作现状。这是

策展的最基本目的与方式之一。同时，我觉得一个充分的展览，策展人将通

过参展艺术家的不同作品提示出在创作中某一层面与方式的结果与问题，提

出问题预示着艺术家创作产生了某些问题，目的不仅是使观者清晰和明确，

更是为了引起关注与讨论，并尝试着解决面临的问题。倘若一个展览能够推

出若干个有创作潜力的艺术家，并预示着某种创作趋势与思潮的产生，那么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较为成功的展览。这个展览中的这些作品，当从艺术家的

工作室运抵展览空间时，作品与作品之间、观者与作品之间将会产生类似于

化学反应的语境与联系。这既是艺术作品在工作室的独立性移植到展览现场

后，并与其他作品发生视觉的和审美的关系新的语意的产生，也是构成展览

整体视觉效果的关键所在。其实这涉及到展览的空间布置与摆放问题。我始

终认为布展本身绝不是随意装置的摆放，它应该是一个完整展览链条中的一

个环节，包括画册文本、海报请柬等等细枝末节，它们既是独立的也是锦上

添花的相互裨益的作用，由此才会构成展览的丰富与精彩。

我不拒绝与任何机构的合作来策划展览，就如同我策划了各种各样的展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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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因为每次展览策划的指向和诉求不尽相同，都在不同程度地实现着我的

思考与想法，所以我不放弃任何机会。但关键在于你在与不同机构打交道的

过程中如何保持策展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尤其体现在与画廊的合作中。画

廊的机制相对成熟，其功能属性是艺术市场的一个必要环节。因此，策展人

策展理念的提出、艺术家的选择是由策展人来独立决定的。有些策展人参与

其中的买卖与销售提成，那是对策展人称谓的亵渎，也就丧失了作为独立策

展人的基本准则。而在与美术馆的合作中，我更多考虑的是它作为一个公共

艺术机构，如何将纳税人的钱转化出为公众服务的展览形式，也就意味着展

览策划和展览形态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问题。策展人也承担着当代艺术普及推

广提高的义务与责任，否则当代的实验性艺术也就无从与公众产生互动的变

化关系。2007年，我策划的“透视的景观：第六届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展”，

探讨了当代艺术公共性的问题，或者说是通过较为宽泛的当代雕塑艺术的概

念和样式，以展览方式体现策展人和艺术家对当代艺术公共性的理解、转化

与呈现。为此，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当代文化生态中寻求一个带有公共性

的话题，而这种话题本身既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公众所切身面临的问题，

也是公众普遍关注的公共意识，更是在有些艺术家的创作中，对这种公共话

题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的问题意识的表达;其次，将如何利用特定的“公共空

间”，并以一种视觉艺术的展览方式呈现策展人所认定的公共性话题。所

以，这次展览的主题规定在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的生存环境问题;第

三，当由若干参展艺术家围绕着这次展览主题创作的作品而构成的整体展览

场域时，转化出新的公共话题的语境，也就是说当策展人策划的一个展览开

幕后，参展艺术家及他们的作品在与公众的互动过程中，使公共场所讨论的

公共性问题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并逐渐形成一种公共意识，而这一意识的核

心即公民是作为公共权力的力量而存有的话语权。所以，我的展览主题是一

个普遍而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的话题内容，无论在世界，还是中国，乃至个

人都身临其中而难以逃避。展览场地也是在深圳新兴建的，类似北京798的艺

术社区，业已成为深圳公众消闲，尤其是年轻一代向往的栖居地。之所以将

这一话题内容作为第六届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展的主题，以及相对充分地利用

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OCT-LOFT)的OCT当代艺术中心室内外的“公共空

间”，是试图将艺术家的作品与在深圳的公众之间搭建一条能够对话、讨论

的通道。像这样具有公共性的艺术展览中，我排斥那种只强调观念性、实验

性而阻滞了一般受众进入作品、进入展览的方式，那是另外展览策划需要解

决的问题。因为，介入公众关注的问题是引起对这类问题对话和讨论的前

提，否则对艺术作品本身都难以释读，更遑论在公共场所讨论公共性问题

了。因此，我在选择艺术家和参展作品以及展场的设计上，强调静态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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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纯粹性和展览整体完整的感觉。期冀公众在由各位艺术家对这样有着切

身感受的现象和问题而构成的若干艺术作品当中，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之间通

过碰撞、交流和融合而逐步趋向于相互理解和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丰富乃至

进一步提升公众所关注话题的进一步思考与追问。对于参观的公众来说，由

这次展览所形成的公共领域的特殊价值，在于它具有超越艺术展览本身的特

殊品格，在于它为人们进入公共性交往创造了条件，从而希望形成社会共识

和社会规范创制的社会空间，形成公众社会并不断发展出自我救治的一种能

力。

这是我作为策展人多年策展的思考与经验之谈，是我试图追求的策展方向，

抑或也是我对展览与展览策划的理想化期待。

《打边炉》（d-b-l）立足于它所在的地方——珠江三角洲，并重点关注艺术、建

筑和城市研究领域，倡导“每天重读一篇旧文”。

联系邮箱：dabinlo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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