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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策展人，追本溯源，必会谈到其英文词 curator 源自博物馆的研

究员这一概念。但殊不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策展人身份的确

立都是从民间，伴随着市场发展和突破体制局限的需求而兴起。

被称为独立策展人鼻祖的史泽曼正是 1969 年辞去了伯尔尼艺术馆的

馆长职位，同年赴纽约策划出了在策展史上标杆性的展览“当态度变

成形式”，从而掀起了西方的博物馆革命，策展人被引进体制，激活

了僵化的以馆藏为主的博物馆变知识生产的空间。

在第八届 AAC 艺术中国“年度艺术策展人”奖项初评评选会上，年

度艺术策展人评委回忆并梳理了中国策展人的成长之路，一致认同中

国当下正经历着策展人由“江湖”波及“庙堂”的变化。策展人的这

股反作用力正在积极影响着中国博物馆与美术馆的策展现状。策展

人，从民间蹦出的词回忆起最初接触到策展人这个概念，几位均有丰

富策展经历的评委至今都历历在目。

年度艺术策展人评委组组长贾方舟认为，在中国出现策展身份和形象

的可以最早推到由高名潞、栗宪庭等策划的“89 现代艺术大展”。

那时展览海报上根本没有想到要署名策展人这等“高大上”的名词，

大家不过是由批评家组织起来的筹备班子。

“中国策展人的基因来自批评家。八十年代批评话语是借助刊物呈现

出来的，89 后，很多担任主编、编辑的都撤下来了，批评家的话语

权没有了。批评家还要尽他的历史责任，所以滋生了展览策划这个项

目，发表刊物可能第一时间被砍掉，但是展览策划不会审批。” 

贾方舟还记得，举办了三天的“当代艺术文献资料展”，是 1991 年

的时候批评家王林去了十几个城市的艺术家工作室，拍摄了艺术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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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图片，搜集到北京，在中国画研究院做了展，“其实这个展览就

是一本没有刊号、不需要审查的大刊物”。尽管展览在今天看来视觉

性简陋，但是仍然有 20 多位像高居翰、范迪安、王璜生、巫鸿等学

者专家参与了研讨会，深入探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与现状。

年度艺术策展人评委之一、中国美术馆策划研究部主任张晴谈到自己

也是由批评家被逼成了“策展人”。回忆策划 2000 年上海双年展的

经历，张晴说，“那会儿我们联系了国外艺术家，对方说把作品运输

过来，我们以为运输就是艺术家的事了，但他们认为是馆方的事情。

我和李向阳 ( 上海美术馆前执行馆长 ) 专门打长途电话，找谁运输都

不知道。等于说从零开始，把你逼到墙角，我们这支队伍是被工作逼

成了一个‘策展人’，逼着你找钱、找运输，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策展人确实是从民间夹缝里蹦出来的一个词。”年度艺术策展人评

委之一、策展人杨卫认为策展人的出现是时代使然，在座的评委几乎

都经历了从批评家转型至策展人身份的过程。�

从批评家到专业策展人

如何从批评家过渡到策展人 ?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外国美术

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端廷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批评如写影评，

策展如拍电影。

“策展人和批评家不一样，批评家就是电影评论家，展览说到底是在

一个艺术作品在社会生效的环节。

评论某种程度上更多的还是在学术媒体、在杂志上去发表，更多的是

在学术圈里头生效。展览是面对公众的，涉及面更广，所以策展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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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展览使艺术产生社会效应的重要环节。”王端廷说，因而在做展

览时，就像拍电影一样，艺术圈的“导演”需要考虑展览主题的呈现

效果，即美术设计、选取名演员还是重在表现主题、甚至观众心理。

张晴也历数了他的转型故事，“作为策展人，他跟批评家的岗位是不

一样的，他样样都要懂，不是一个学术主持，不是写一篇文章，而是

样样都要会。跟馆长打交道、资金来源，有时候要靠斗争和谈判才能

争取来的，还有保险、法律法规、媒体、新闻发布会……团队怎么做、

配套的需求是怎样的，包括资源建设等等是综合性的工作。”

贾方舟认为，策展人的职业化与民间私人美术馆、画廊的发展有着密

切关系，而此次初评会 AAC 艺术中国也邀请了民营美术馆代表龙美

术馆馆长黄剑、画廊代表蜂巢当代艺术中心负责人夏季风参与讨论。

龙美术馆馆长黄剑提出“不养策展人”的合作制加速了策展人领域的

竞争，既有助于实现美术馆的多元化和开放性，也有利于策展人化压

力为动力出品更多有品质的展览。“我定了一个原则，我们在自己的

馆内不养策展人，现在这个社会当中聪明的头脑都是共用的，信息是

通畅的。”黄剑举例，重要展览馆内会请国内外优秀策展人策划，同

时馆本身也会策划展览，但为保证学术性，也会请学术主持来把关，

像龙美术馆去年举办的“味象——写实油画藏品”展就是请的贾方舟

来负责。

蜂巢当代艺术中心负责人夏季风坦言，在转型画廊之前，他所做的伊比

利亚当代艺术中心曾经“养”过策展人，但他发现策展人在策展时会不

自觉把个人烙印和个人趣味反映到整个机构上来，局限了机构在艺术探

索上的更多可能性。改变为画廊后，夏季风没有像其他画廊一样抛弃策

展人制度，仍然会邀请策展人策展，而且邀请的策展人基本是学术型。

“在国外，包括在国内很多画廊是没有策展人制度的，策展人对画廊

主来说，根本用不上，一是场地太小，一是展览目的非常明确，就是

自己签约的艺术家做展销而已，我们之所以想继续保留这样的策展人

制度，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希望有学术追求。”

夏季风举例，去年他们邀请了美国加州大学的沈揆一教授策展“幻

象——中国当代水墨”，从学术角度界定水墨何以当代以及与传统的

关系；邀请台湾学者、台北双年展总策展人王嘉骥策展 70 后艺术家

屠洪涛的个展，以他为 70 后个案来看和 85、89 一批艺术家的不同

特点；还邀请了朱朱策划“轻逸”，以不同媒介的五个艺术家，包括

刘野——架上绘画的代表，徐累——当代水墨的代表，洪磊——摄影

的代表，梁绍基——装置的代表，杨福东——影像的代表，拎取文学

中的审美标准观照艺术当中的实践。

面对策展人在民间活跃以及历练的景象，王端廷认为，现在最大的问

题是策展很多，但是商业展览太多，诸如龙美术馆、蜂巢当代艺术中

心这样的民间机构能保有学术性的展览太少。如何做出有学术价值的

展览，而不是商业展览，这是对策展人的挑战。

王端廷认为“商业味”浓厚不能苛责策展人，也与民营资本进入艺术

带有投资甚至投机心态有关。如何发挥策展人的创造力和学术潜能，

王端廷认为具备公益性质的官方美术馆与机构更应该放开平台，为独

立策展人提供空间。

策展人的反作用力 

“我离开今日美术馆以后的这段时间，有一个感觉，就是策展人这

一块跟美术馆合作更密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当代艺术院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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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新疆画院院长、原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感受到近两年策展

人不仅在民间依然活跃，体制内也越来越乐意与独立策展人合作，

引进策展人机制。

同样，贾方舟举例，2013 年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个展览，中国美术馆

的“工 · 在当代——2013 第九届中国工笔画大展”，就是通过引入

了策划委员会制度，让展览天天“人流量爆满”。

展览囊括了当前最为活跃、在工笔画各个领域最有创新意识的老、中、

青三辈艺术家参展，其中包括 18 位特邀艺术家、60 位学术提名艺术

家和 68 位社会征集入选艺术家，社会征集入选艺术家部分是委员会

为了避免遗珠之憾特地向社会公开征集作品，征稿经过五个月的时

间，委员会收到了报名艺术家提交的作品图片 6000 余张，经过专家

组的两次评审，终选出了 66 件工笔画作为入选作品参加大展。

贾方舟认为在去年越来越多的体制内美术馆引入了策展人团队机制，

联合策展、团队合作的方式大大提升了展览的质量和容量。这一点张

子康也同样深有体会，去年张子康接受三亚市政府的邀请，担任了三

亚艺术季艺术总监，邀请了策展人黄笃、徐钢分别对国内、国外部分

策展，而在新疆期间，亦筹备新疆美术馆、打造“丝绸之路的新艺术”

双年展，这让他认识到，政府试水鼓励以艺术为城市铸造活力的热情

和动力。

“美术馆是一个大的平台，政府做的也是一个大型的平台，这种平台

能够把所有学术人的观点形成碰撞、讨论、发生作用，这样会形成一

个策展人批评的氛围，才能推动发展。”张子康说。

对于庙堂与江湖如何取舍，策展人杨卫认为，“体制内美术馆有这样

的资源和优势，结合馆藏、调动人力物力财力，生产大片式、跨界型

的大型展览，对于独立策展人来说，一方面可以与美术馆合作参与到

高质量大片的生产中，另一方面也应该继续关注艺术个体，找到自己

的学术兴趣点，策划小而精的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