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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原则 

在今年依次推出《谁是最有影响力的艺术机构？》以及《谁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基金会？》

之后，我们这次将在“ARTDBL指数”这一栏目中，从研究价值的维度来呈现图表和展开榜单阐

述。

在当下，各类建立在数据统计和分析之上的艺术家榜单层出不穷，大都围绕着艺术家的影响力、

受欢迎度以及市场价值而展开。我们则期望反向从研究存量上来进行数据调研和分析，做一份关

注艺术家的文献研究概况的工作，而数据统计和分析正是其中一个切入点。

总榜单将建立在由我们选定的文献检索网站的条目总数之上，排列出前100位艺术家；之后，我

们将以这100位艺术家为样本做数据可视化和文字分析，选取例如性别、出生年代、创作媒介等

关注角度。这一工作的目的，除了在于依靠图表和数据来呈现榜单中100位艺术家的概貌之外，

也是期望能联系当下的情境以启发更多的反思。

 

 数据采集说明 

 1   以举办了12届的上海双年展和举办了6届的广州三年展的参展艺术家名单为基础名单（共700

余人）；

 2  《打边炉》编辑部的成员以各自对基础名单中的艺术家的熟知度进行初步筛选。考虑到一位

艺术家的研究价值与其被熟知度有一定的联系，这一步在于缩小检索范围以提高效率；

 3  我们将通过三个数据库——亚洲艺术文献库（AAA）、珠三角数字图书馆联盟、中国知网

（CNKI）——对筛选得出的近300位艺术家进行检索，并统计出以下三种文献类型的数量：艺术

家专集（即内容专注于单个艺术家的书写或展示的书籍，区别于参考型书籍）、参考书籍、期

刊。

 4  最终，我们将计算出文献数量的总和，并排列出前100位艺术家，形成总榜单。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Njk5ODI2OA==&mid=2247492910&idx=1&sn=2db72bdf7e86ae88eab4a91b692eda3d&chksm=eb6e543ddc19dd2bc8f30d84796d4c15ca9b25293a0e750b28d18bc79b78ec23e5dd9d76a12a&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Njk5ODI2OA==&mid=2247494064&idx=1&sn=4e56ee5a89ffba03a4ac1df9347623a2&chksm=eb6e58a3dc19d1b5f62d2aa1774003b13a6a870f54ee22cf23fe8ec13b6b0a78f6bc658ea95e&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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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a) 在统计艺术家专集的总数时，由于亚洲艺术文献库对此有较为明确的分类，将直接采用搜索

得出的数据。在统计珠三角数字图书馆联盟的检索系统中的艺术家专集的数量时，则需要在搜索

结果中选择按相关度排列，并粗略浏览书籍的标题和摘要，以做出对艺术家专集数量的判断。

(b) 考虑到艺术家专集和参考书籍，以及书籍和论文所承载的研究价值必定不同，并且由于检索

方式的限制，我们无从得知有关某位艺术家的讨论在参考书目中所占据的分量，因此，在排列总

榜单时，我们将按照“艺术家专集：参考书籍和期刊为3:1”的比例来计算。例：经统计，刘小东的

艺术家专集数量相加总数为29，参考书籍总数为102，期刊数量相加总数为456，最终计算结果

即29乘以3再加上102和456，即645。

(c) 这份榜单虽然以中国籍艺术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实则也包含了生活在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的

华人艺术家。

 
 榜单&榜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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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列于总榜单前十的艺术家为：徐冰、方力钧、张晓刚、刘小东、曾梵志、王广义、隋建国、方

增先、周春芽、刘庆和。

这份榜单在整体上或许不那么令人感到意外，那些生长和活跃于1980、1990年代并搭建起了中

国当代艺术框架的艺术家们，积累了数量相当之多的文献。这点将在之后做进一步的分析。目

前，我们将在榜单中挑出两三亮点作为个例分析：

徐冰在榜单中排列第一。他独特的艺术语言，以及对于符号学和语言学领域的涉猎固然是其作品

的重要研究价值的基础，除此之外，或许也与他一直以来有意识地对其主要艺术项目进行记录、

文献梳理以及出版成书有关，其中大部分仍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



1/8/2021 哪些中国艺术家最受研究者关注？

https://mp.weixin.qq.com/s/DUHwE9_5W6NkerBC5KaqVw 10/30

蔡明亮作为一位台湾的影像导演，而非狭义上的艺术家，排到了榜单中第13名的位置或许会让人

颇感意外。这与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讨论度比当代艺术更高有直接联系，但蔡明亮向来倡

导“把电影带入美术馆”，甚至曾以艺术展览的形式来呈现电影放映，以此模糊两个领域的界限。

若是在此基础上考虑他的作品的研究价值，而不纠结于其导演或艺术家的身份，这一排名应足以

成立；

 

曹斐毫无疑问是这份榜单中一个独特的存在。她是这其中极少数的女性、少数“70后”以及少数使

用新兴媒介创作的艺术家之一。曹斐的文献数量在当下的积累，或许是由于她的作品一直在捕捉

并回应中国现实处境的转变：层层更新和叠进的技术自动化与城市化进程，以及日渐模糊的虚拟

与肉身现实的边界等。这些都给予她的作品更多深入到时代背景的探讨空间。

我们也应关注这份榜单中缺失了什么。最为直观的是仅有极少数女性艺术家被统计入内；基础名

单中，“80后”、“90后”艺术家虽然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比例，但却无一进入前100的总榜单；除

此之外，艺术小组/团体的缺失也是一种遗憾。

 

由于我们基于两大展览的参展名单进行采样，有些艺术家（比如陈丹青）未能进入榜单。此外，

榜单中也有因为政治敏感原因而没有获得其相应排名的艺术家，以及个别因其在行政方面的职位

而参与了大量编写工作的艺术家，这部分资料因难以被筛选而不可避免地被统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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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艺术文献库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机构，旨在收藏及保存亚洲当代艺术的多重历史，馆藏中有

大量极为珍贵的资料。其文献整理多围绕艺术家的个人档案、艺术事件和课题展开，从艺术家的

生活照、作品图、早期报道的扫描文件、展览图册到相关书籍和期刊等都包含在内。这些文献可

以到场馆内免费参考，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从网站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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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艺术文献库的文献整理以亚洲艺术为光谱，因此，几位活跃于中国大陆之外的艺术家，例如

姚瑞中、陈箴，其文献数量会略高于其余两个网站。

由于亚洲艺术文献库会在每份文献的页面中，罗列出该文献内容涉及到的主要艺术家，在试图检

索某位艺术家的文献时，检索结果的相关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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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数字图书馆联盟拥有十分庞大的数字图书资源库，其目录覆盖了广东省公共、教育和科技

系统图书馆的馆藏，可提供416万种中外文图书。

该数据库可以通过检索任意关键词，例如艺术家名，以获取尽可能多的图书资源，因此，在选择

珠三角数字图书馆联盟时主要考虑的是其资源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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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即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集各种全文学术信息于一体的网站，也是

最为大家所熟知和使用的学术期刊检索网站。

其对于艺术领域的学科分类仍然较为传统，如“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和”文艺理论”，《艺术当

代》、《美术文献》、《艺术与投资》等是常见的期刊来源，对比于AAA的期刊来源同时覆盖了

亚洲其它地区的艺术杂志与刊物，如《典藏國際版》、AsianArt Pacific、《美術手帖》等，知

网的文献来源更加集中于大陆地区的艺术杂志和刊物。

当下虽然不乏具有影响力和学术性质的自媒体平台，但由于我们在此榜单内更注重学术成果是否

发表于正式出版物之上，因此这部分数据并未统计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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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表中可以直观地看出，“50后”和“60后”的艺术家们所累积的文献数量在当下依然难以被超

越，如果稍作分析，或许可以归因于：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艺术理论梳理所聚焦的作品都相对集

中，由于这些艺术家们生长和活跃在依然被集体主义所萦绕的1980年代（实则为1970年代末到

1990年代初），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抗也往往是集体式的；另一方面，无论是着手于中

国政治文化语境的变化，还是追寻来自西方现代哲思和艺术运动的影响，1980年代的文献梳理都

相对有脉络可循。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1980年代由于已经累计了足够多的理论基础，便足已被定论和蒙尘，而无需

再次启封。值得一提地是，亚洲艺术文献库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有持续且详尽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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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开展“未来的材料：记录1980-199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专题计划，并收纳了不少作为原始资

料的同时代出版物，或许能提供更多去重新解读80年代的文献资源和视野。

 
 

 

榜单中仅有9位女性艺术家跻身其中，占据了不到10%的位置，她们分别是喻红、夏俊娜、曹

斐、施慧、徐晓燕、林天苗、崔岫闻、尹秀珍和段建宇；其中有4位“70后”，4位“60后”以及1

位“50后”。文献数量的累积直接反映出女性艺术家的式微这一固有现象，这里仅仅基于检索过程

中的发现，给予几种切入分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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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男性艺术家为主导的1980年代，同时代的女性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集体”的视野和

讨论之外；有关“女性艺术”的讨论曾兴起于1990年代，然而大部分都与女性经验和女性情感表达

相捆绑，却鲜少触及女性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固有其讨论的局限性；身份政治在当下依然被

视作是“舶来品”而被避免讨论，从而消磨了更多以反抗姿态推动女性艺术家被广泛认知和研究的

意识。

 

当然，我们也应该去看到并重视一些正在发生的改变。例如，近年来在国内举办的有关女性主题

的展览层出不穷；性别比例的失衡在今天的青年艺术家这一群体中已有改进；近年来倍受关注的

华宇青年艺术奖的入围艺术家更是在去年首次达到了性别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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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和工作在北京的艺术家仍然远远高于其它城市，但却是统计结果中唯一的北方城市。上海、

广东和浙江位居其后，海外华人艺术家也占据着仅次于上海的位置。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源之地，北京或许依然是吸引着艺术家前往的灯塔，并且掌握着诸多文化

艺术领域的资源和话语权，但我们也应关注那些正在中国其它地域聚集的、基于在地的声音。例

如，在文献梳理方面，亚洲艺术文献库曾制作纪录片《萨特与邓丽君：1980年代的广州当代艺

术》，《打边炉》亦在去年开展了一份有关深圳当代艺术的文献索引的工作，可供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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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的图表仅呈现100位艺术家毕业的国内院校前十，以及海外院校的总数。毕业于央美、国

美和广美的艺术家占据了半数；海外院校以德国和法国的艺术院校为主，其中大部分艺术家在

1990年代出国，不同于当下留学于英、美两国的艺术院校的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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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图表涵盖了几大主要媒介，并将仅有极少数艺术家使用的特殊媒介归纳至“其它”。从图表

中可以看出，架上绘画占据多数，然而相当一部分艺术家的创作同时涉及其它媒介，例如排列其

后的装置、录像/影像和摄影、行为和雕塑等。

图表中将水墨与油画、丙烯、水彩等绘画媒介进行了区分，其中大部分艺术家并非创作传统水墨

画，而是在“观念水墨”或“当代水墨”的概念之下创作。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媒体艺术”虽然已经是一个较为过时的说法，因为其中的“新”仅仅是一个

相对的概念，然而，这里为了与传统媒介（如绘画和雕塑）以及录像进行功能性的区分，将把利

用电脑软件、机械装置等具有虚拟性和互动性，以及利用了生物科技的艺术形式统称为“新媒体艺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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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冯梦波是在中国最早尝试用网络和虚拟技术创作的艺术家；曹斐的创作从一开始便在影

像“新媒体”的范畴内，如动画和虚拟技术等；此外，缪晓春和李山在早年主要进行油画创作，随

后分别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初“转向”，结合数字软件、3D打印和生物科技进行创作；刘小东

也曾与技术团队合作而涉足于“新媒体”领域。或许，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某种创作媒介演变的趋

势。

*

 

由于这三大数据库的书籍和期刊资源兼具学术性和综合性，并在资源的广度和深度上各占优势，

我们相信这份指数最终能呈现出一个较为准确和可信的统计结果。

这份指数或许会引来一些可以预见的争议，的确，要做到客观的数据统计十分困难，无论是在排

列艺术家名单、选择文献数据库还是最终统计的阶段，都难免揉杂进了较为主观的判断；此外，

文献的积累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也就不可避免与当下热度产生时间差。

这里也提醒各位读者，我们期望能在提供一份截止目前为止有关中国艺术家的研究存量的概况，

并同时能对现状和趋势予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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