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雅昌聚焦

“从去年 5 月 23 日晚上故宫的灯熄灭的那一刻，我们就在想怎样能

把 AAC 艺术中国的评选做得更有价值。变革，经过了大半年的酝酿，

感谢无数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老师们在这个过程中贡献了他们的

智慧和洞察，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建议，才有了我们今天站在这里，

最后决定走出那一步的动力。”在故宫举办的第九届 AAC 艺术中国

的新闻发布会上，作为 AAC 艺术中国项目的负责人、雅昌艺术网总

经理关予女士以这样的开场白宣告了 AAC 艺术中国的新一次变革。

进入第九个年头， AAC 艺术中国以“进化”和“变革”为关键词，

在组织结构、评选机制、奖项设置等多方面再次进行深度调整，而这

些奖项设置的变革，无疑最值得追问。

理所当然又出人意料的变革

朱青生作为本届 AAC 艺术中国的评委会主席，他见证了 AAC 创立

之初至今九年的进化与变革：“AAC 的进化，是时代的需要；AAC 

的变革，是它体现当代艺术评奖性质的特质， 这样的变化既理所当然，

又出人意料。”

他说， AAC 像当代艺术一样，充满了活力，又有其一贯的连续性。

“今年，大家只会看到年度艺术家、年度青年艺术家和年度艺术出版

物三个奖项。 ”当关予道出了今年 AAC 艺术中国的第一个变化时，

在场的很多人的确感到出乎意料。 “第九个年头的变革是全方位的，

也是继承过往的。 ”

聚焦当代艺术，这是本年度 AAC 艺术中国多次重申的定位，把原有 

AAC 艺术中国各个艺术门类的十三项大奖改变成三项大奖，重新分

AAC 艺术中国的进化、变革和本土实践

类之后的三项大奖的设置依然秉承学术性的原则，涉及当代艺术实

践与理论研究两个方向。在艺术实践层面，设立年度艺术家大奖与

年度青年艺术家奖两项大奖；在理论建设方面，则继续保留年度出

版物大奖。

在艺术实践层面，年度艺术家指向的是在本年度的最新创作中能够呈

现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面貌和思考，对当代艺术具有较明显的推动

力，年度艺术家希望能够将当下整个中国社会形态中最有建设意义和

最具突破性的当代艺术作品评选出来 ; 但同时由于迅速发展的时代和

青年艺术家在艺术中的突破性， 年度青年艺术家单独设立，鼓励其

艺术创作中呈现未来的可能性。

在理论研究层面，更大的意义在于对学术理论研究的评选，以出版物

为载体，此奖项是以学术价值为评定标准会面向全球的奖项；AAC 

艺术中国将会联合国际知名出版机构，以学术的角度梳理中国当代艺

术代表人物群像，呈现中国当代艺术学术层面的清晰面貌。

做这样的改变，同样源于持续对当代艺术生态的追踪，关予说：“我

们把原来的奖项进行重新分类，所针对的是当代艺术跨领域创作的生

态。”的确，随着当代艺术的不断发展，各艺术门类之间的边界越来

越模糊，尤其是跨媒介当代艺术作品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当代艺术在

很多时候的门类划分，总是显得有点尴尬和不太恰当。

朱青生举了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去年的 AAC 艺术中国评选中，苏

新平获得了油画艺术家大奖，他其实多年来一直从事版画创作。他自

己都说我不是画油画的，但是我为什么被评上了油画艺术家奖 ? 我

文 / 互联网事业部 



7
雅昌聚焦

们在后来的学术总结中表达的很清楚，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其

实并非是通过油画艺术家奖来评选油画家，他的油画创作在当代艺术

之中做出了贡献，就成为了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 ”

这就是 AAC 艺术中国发展至今要继续改革的必要原因，“这样的改

变，就意味着你无论是书法、油画还是多媒体，最终要探讨的是你在

艺术上的贡献。”这与 AAC 艺术中国要坚持的“聚焦当代艺术”更

近了一步。两次变革——AAC 的进化思路回望、AAC 艺术中国的

创立—— 2006 年，正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起飞并进入高速运转的第

一个周期。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在谈到创立 AAC 艺术中国的初

衷时说：“我们要有一种公正的态度，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很难坚持。

当代艺术需要这种更纯粹，更坚持的机构，雅昌希望成为这样的机构。

但过去艺术是一个小圈子的事，在做第一届艺术中国的时候，公众还

不太清楚艺术界的发展前沿，最初我们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反映艺

术家的情况。 ”

首届 AAC 艺术中国设立了包括年度艺术事件、人物、机构、画廊、内

地和港澳台拍卖公司等奖项。AAC 艺术中国在创立之初，虽已有支持

当代艺术发展之心，但实际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在第二届评选中开始

强调对艺术家、青年艺术家、艺术出版物等学术类奖项的增设与关注。

雅昌艺术网执行总编辑谢慕回忆说：“ AAC 艺术中国在最开始设置

了年度画廊和年度拍卖公司的评选。其核心目的还是打造‘ AAC 艺

术中国’的学术品牌。 2006 年到 2007 年，整个拍卖行情火爆，目

前排名前十几的拍卖公司就是在那个阶段奠定了基础，所以针对拍卖

公司的排行也是源于当时的市场环境。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市

场出现一些消极情绪，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竞争就显得尤为激烈。 

“但是我们的评选主要依据的是总成交额，这也是评价拍卖公司唯一

的刚性数据。”基于市场选择和学术评选之间维度的不同，评委会不

想因为与拍卖公司的关系而影响评选的学术价值，于是在 2008 年第

三届 AAC 艺术中国的评选中首先取消了拍卖行的评选。

“第四届才是变化最大的一年。再晚一年，评委会决议将画廊的评选

也取消了。由于评判一个画廊主要是根据他的销售业绩和对于艺术家

左起为：广东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黄子龙、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教授范勃、白立方画廊周晓雯、艺术家周力、OCAT 馆长栾倩、雅昌艺术网总经理关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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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理推广能力，很难仅从学术价值做出判断，所以当时评委团也取

消了画廊的评选。”两个市场类奖项的取消让 AAC 艺术中国从行业

评选转变成真正的学术评选，这种对于独立学术价值判断的坚持，让

中国艺术品市场价格回归学术判断找到了一种实现路径，这是 AAC 

艺术中国经历的第一次大变革。

“而这一次变革是在第四届至第八届 AAC 艺术中国强调学术建设的

基础上，更加强调 AAC 艺术中国的本身主张和价值观，希望这样的

评选能够在当代艺术发展中更有意义，而不仅仅是一个年度性热闹的

集会，力图让这个评选更加具有学术性、严谨性、客观性。 ”从而

本届 AAC 艺术中国再次变革，以“进化”和“变革”为关键词，加

强评选本身对当代艺术的“态度” 。

对于本届奖项变革的思考，关予介绍：“在奖项变化的过程中，我

们在思考的是 AAC 艺术中国提倡和关注的中国当代艺术应该是什

么 ? ”关予说，这样的调整是希望 AAC 艺术中国能够成为中国当

代艺术历史的重要记录者， 能够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传播和

推动作用，“希望这种传播能更有效，能够将中国本土的当代艺术

梳理得更加完整，让全世界看到一个更为清晰、完整的文化艺术面貌，

能让 AAC 艺术中国成为全球影响力的本土评选，对未来有更加积极

的意义。 ”

从量变到质变的 AAC

每年的 AAC 艺术中国终评会开始前都会有一个特殊环节，那就是作

为 AAC 艺术中国的创始人的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做简短发言并

雅昌聚焦

第九届 AAC 艺术中国评委及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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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评委致谢，然后他离场，评选开始。在致谢中，他总是忘不了一句“感

谢评委老师们的谨慎思考和独立判断” ，正是因为这样的思考和判断，

才让 AAC 艺术中国的初衷没有改变。

从第一届就成为 AAC 艺术中国的评委阵容中的一员，朱青生对于 

AAC 的观察颇为透彻：“稍微注意一下大家就会发现，AAC 从第

一次评选开始，无论从哪个点切入，其最后的出口都是指向当代艺术。”

在经历了八年的量变之后，这样的态度已经从“指向”显现为“正在

行走”的状态，朱老师说，这是这次最大的变革：“这样听起来其实

也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是有一个过渡，现在过渡基本完成，以后还

是要坚持走下去。”“AAC 的评选从传统的艺术门类划分方式进入

当代艺术，如今看来，这样的台阶已经走完了。 ”朱青生强调，如

今的评选在考虑问题时还应该在各个角度进入，但呈现出来的结果不

是再跟艺术门类相关， 而是跟艺术的 “创造”有关。

对 于 本 届“ 进 化 变 革”的 主 题 翻 译， 用 的 是“Evolution” 和

“Revolution”，这代表的是 AAC 艺术中国从量变到质变的自然进程，

关予说：“多了一个 R 就多了很多压力，会有人说这样的变革是否

在否定过去，我觉得这不是在否定过去。AAC 艺术中国积累至第九

届，所呈现的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进化与变革并非否定过去，

正是因为有过去的积累，我们得以更好地面对未来，面对更迭的当代

艺术生态。”

这么多年之后，万捷再回过头来看这样一个评选时，方向更加坚定： 

“去年在故宫的 AAC 艺术中国颁奖典礼上，朱青生老师专门拉着我，

当着王家卫的面跟我强调，AAC 艺术中国不是简单的评奖，而应该

雅昌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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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聚焦当代’的思想。回头看前八年的 AAC 评选过程，希望建

立的是一个平台，能够向国内外展示中国当代艺术家、艺术事件等，

经过八年不断总结、变革和改善，AAC 艺术中国积累了大量历史文

献资源，这是很重要的。而如今的思考则更多的在于 ： 如何用独立、

专业和学术的方法来评选才能够让 AAC 艺术中国能够独立和经得起

考验。 ”

当 AAC 艺术中国拉开了第九个年度的大幕之后，在秉承着学术性为

原则的准绳之上，坚持推出这一奖项本身的“主张”、“态度”，这

是本届 AAC 艺术中国变革的最主要原因。 就像 AAC 艺术中国的创

始人万捷所谈到的，如果说 AAC 艺术中国前八年的坚持希望建立的

是一个平台，那在之后的思考则更多在于“如何让 AAC 艺术中国能

够独立和经得起考验” 。相对于全球各类当代艺术评选， AAC 艺

术中国定位于多元文化背景下对中国本土当代艺术的价值判断，做中

国当代艺术的观察者与记录者。

英国透纳与中国 AAC

已经连任两届 AAC 艺术中国的评委会主席朱青生强调自己担任评委

会主席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一群人，这一群人都是对当代艺术的

推动者。多年来，他们洞察着当代艺术的发展，也观看着各类当代艺

术奖项不同的特殊性，所以他对 AAC 艺术中国做出的判断是：“强

调本土性，让评选出来的艺术对中国本土的影响力恰当的表达出来，

这就是一个真相，这也是艺术的真实状态。”

在本届 AAC 艺术中国的系列变革中，态度与主张是被反复强调的词

汇，朱青生认为 AAC 艺术中国本身就是一种主张和态度，只不过如

今定位更加清晰：“我觉得 AAC 艺术中国正在逐步地成长，它正在

成为如原来所期许的一样，变成一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奖项。”成

长变革，就意味着不断学习与借鉴。在第九个年头时进行大的变革，

AAC 艺术中国总负责人雅昌艺术网关予女士谈道： “在做这个奖项

的改革之前我们做了大量调研，透纳奖、古根海姆年度大奖、日本的

艺术大奖包括国内的奖项，将值得借鉴的部分都拿来具体了解。”透

纳奖无疑是英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当代艺术评选，自 1984 年举办

以来已经举办过 22 届。每年一入秋，英国文化界有两件大事，第一

是文学界的布克奖，第二便是这艺术界的透纳奖，每年透纳奖的颁奖

之际，除了英国的大报小报争相报道之外，国际媒体的关注程度同样

高涨。

雅昌聚焦

第九届 AAC 艺术中国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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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透纳奖的设立就是以推动英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和表彰当代英国

艺术的突出贡献者而设，直到 1990 年，由于赞助人的缺失，大奖暂

停颁发一年。 1991 年，“第四频道”成为透纳奖的新赞助人，这一

奖项得以延续并持续至今。

每年 4 月到 5 月由公众提名，透纳奖的评审委员就在这些公众提名

的第一批候选人名单中确定提名，也可以增加提名。评委会是由赞助

方与主办方协商确定，通常由一位英国展览策划人，一位英国艺评家，

一位海外策划人，以及“新艺术主顾 (Patrons of New Art ) ”代表

和泰特美术馆馆长组成，泰特美术馆馆长任评委会主席。在透纳奖候

选人作品展览期间，评委会要举行例会，选出本年度透纳大奖的最终

获得者，以能够更全面地反映英国当代艺术的状况，获大奖者将得到 

2.5 万英镑奖金，其他 3 位入围者各得 5000 英镑。表彰本土的当代

艺术突出贡献者，这也是 AAC 艺术中国的创立初衷。相似的希望和

同样的开始， AAC 艺术中国已经坚持了九年，透纳奖坚持了三十年。

无论是经验还是学术，“透纳”这样一个享誉世界的奖项在评选方式

和艺术态度等多方面都值得 AAC 艺术中国学习借鉴，即便这个学习

的对象一直充满争议，而这种争议也恰恰是其一以贯之的态度。

“透纳奖从评选角度是可以借鉴的，但是这样一个奖项对于中国的当

代艺术研究不太可能完成，也没有做过。 ”朱青生所强调的是观察

者的 “在场” ， 从这方面来看，AAC 艺术中国对于中国当代艺术

的调查跟踪是其优势所在。

AAC 的本土优势

同样从第一届 AAC 艺术中国就参与评选并担任过两届评委会主席的

贾方舟先生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评委们大部分都还是国内的，

对国内的当代艺术的了解，观察还是比较清晰的，都是感同身受，而

且就在这样的语境和环境中， 我们本身也都是当代艺术的直接参与

雅昌聚焦

右起：英格宝公主、AAC 评委会主席朱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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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 AAC 艺术中国更适合中国本土当代艺术。”

在这样的调研与借鉴的基础上，AAC 艺术中国在组织结构、评选机

制、奖项设置等多方面进行深度调整，就像透纳奖的“新赞助人”和

泰特美术馆的合作形式，AAC 艺术中国在第九届时设立理事会制度。

“截止目前，我们邀请了泰康、民生、法国 DSL 三家机构与我们共

建 AAC，同时我们也欢迎全球范围内支持与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并具

有影响力的机构共同参与。理事会将会在未来负责 AAC 艺术中国的

总体发展战略，组织实施年度规划，并参与评审位会员成员及评审轮

值主席的选择。”关予介绍，同样 AAC 艺术中国的评选方式也会相

应做一些变化。

“建立顾问委员会，邀请国内外文化艺术领域的评论家、策展人、

专家学者参与，共同形成百人以上的 AAC 艺术中国顾问委员会。 

AAC 艺术中国每年的 30 位入围名单将由顾问委员会共同推荐产生。 

AAC 艺术中国的年度评选委员会将从顾问委员会中邀请十人以上专

家组成，年度评委会负责三项大奖的五名提名奖和最后唯一获奖人的

评选。”

在变革的同时，AAC 艺术中国不断强调以自身的主张和态度让世

界看到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本土对当代艺术的价值判断，关予表示 

AAC 艺术中国评选也将在 2015 年更加注重海外传播，但并非是针

对 AAC 艺术本身：“我们发现海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认知跟国

内并不是信息对称的，而且到目前为止，海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评述

都以西方的当代艺术评价体系为主进行。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评

选与传播能够逐渐形成我们自有的评价标准，并从我们的角度出发，

对当代艺术发展进行梳理和呈现。 ”她希望这种传播能更有效地将

中国本土的当代艺术梳理得更加完整，让全世界看到一个更为清晰、

完整的文化艺术面貌。

评选记录者“月旦评”

在强调“本土化”之外， AAC 艺术中国的另外一大优势则是对当代

艺术发展的记录与跟踪。从奖项设立之初， AAC 艺术中国就对当代

艺术现状进行全年的记录与跟踪， “ AAC 艺术中国积累了大量历

史文献资源，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 AAC 艺术中国创始人万捷特

别看重的。从 2013 年 1 月开始，AAC 艺术中国每月对艺术领域的

艺术创作和艺术事件进行全面搜集， 形成图文资料并以月度观察报

告的形式对外公布，并定期向评委和相关专家寄送月度观察报告，为

评选提供更精准、客观的文献材料。

作为 AAC 艺术中国的终评评委们，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份月度报告，

涵盖了艺术领域中涉及各个门类的艺术家的新创作，策展人的新展

览，研究者的最新出版物以及重大艺术事件。对此，贾方舟说： “这

个评选的最大特殊性就在基于雅昌艺术网的平台，不断地反应当代艺

术中的重要事件和重大活动，所以 AAC 艺术中国在搜集材料方面具

有比较大的优势。 ”

朱青生在接受采访时同样重点提及：“ AAC 的评选基于工作团队一

年内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现状进行仔细跟踪、记录和调查，在这样的材

料基础上做出来的评选相对比较切合实际，也比较客观，从而在历史

上也会比较有分量。 ”

在朱青生担任了 AAC 艺术中国评委会主席之后，更是让这样的艺术

调查具有更强的学术支撑，他在北大主持《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和编

辑《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多年，积累了专业的艺术家选择和评判经验，

而这恰恰能与 AAC 艺术中国的“每月提名”工作结合起来，互为补

充，互相校正，让评选提名的全年艺术调查更加广泛、客观、深度。

这样的合作在本年度 AAC 艺术中国中更加紧密，关予谈道：“我们

持续而坚持的对当代艺术实践进行记录和整理，这部分我们会保留且

强化。我们与北京大学合作推出中国当代艺术‘月旦评’ ，以标准

化的方式记录展览和事件。 AAC 艺术中国既然想做一个当代艺术的

记录者，就让这样的记录更有效，更全面，更完整，AAC 艺术中国

的‘月旦评’会变成一份重要的文献资料。 ”

雅昌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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