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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前六届的 AAC 艺术中国的历程，我们会发现艺术中国越来越好，

影响力也非常大，艺术家和艺术界的认同度也非常高，这可以从我们第

七届艺术中国的展览中看出来，现在正在策划中的 AAC 艺术中国历届

获奖艺术家的展览——领军当代，在参展的艺术家中，这些获奖的艺术

家都是当代艺术中的佼佼者，这也说明了这个奖项的评选是非常有价值

和意义的。希望 AAC 艺术中国能够在日后成为中国艺术界的奥斯卡。

                                                                                           —— 贾方舟

1940 年生，曾任内蒙古美协副主席。

1982 年转向美术理论与批评，1995

年后以批评家和策展人身份主要活动于

北京。历年发表理论和评论文章约两

百万字，出版文集有《走向现代－新时

期美术论集》等著作，多次独立策划或

参与策划重要的学术活动和担任展览的

学术主持。2007 策划中国美术批评家

年会并担任组委会主任。

贾方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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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艺术中国是对每年艺术界中发生的状况做出回应，随着中国当代

艺术自身的演进以及社会形势的变迁，一切都是在动态的进展过程当中。

针对今年的事件，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对今年的特征以及未来的方向

做出预测。AAC 艺术中国的评选是基于两个层次的选择和判断，首先

是广大网友的意见的整合，雅昌艺术网根据自身的网络优势，最大限度

的整合了网友的意见，每一个候选人都是根据网络上的点击量和关注度

提出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基础。第二层次是通过专家的解读和评审，进

行专业性和学术性都非常强的评选，集合了群众基础和专业判断，及时

的解决了中国当代艺术发生的现象，对将来的转型和趋势有限度的预测。

在百家争鸣的奖项评选活动中，雅昌艺术网充分利用了广大网友的互动

性和信息的动态性，在动态中把握趋势，和其他缺乏网络基础的评奖相

比较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

                                                                                          ——  龚继遂

1950 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美籍华

人市场专家，中央美术学院特聘教授，

艺术市场研究专家。代表著作有《国际

市场与国内市场的概述与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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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过程其实挺有意思，因为有不同身份的评委，有各自的知识系统和

经验积累，以及对艺术的不同认知与判断。其中，获得的共识、差异和

评选的结果，往往也是在评选的讨论和博弈中形成的。一般的奖项都是

面向社会与公众，其结果都具有公开性。至于是否公正，那就要接受公

众的评说和时间的检验了。

AAC 艺术中国是对艺术家创作的接受、肯定、推崇、褒奖和鼓励。你

对这个社会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这个社会也相应的给予你不同程度的回

报，包括所谓的知名度和在商业上的回馈等。

在我看来，一个艺术奖项不是在评选“圣徒奖”，而是关注艺术家作品

的力量，包括作品的批判性、实验性，以及对当代文化的思考、敏感、

体验，从而导致对以往旧有艺术形态在方法论上的改变。

                                                                                           ——  冯博一

1960 年生，独立策展人、美术评论家，

并兼任何香凝美术馆、金鸡湖美术馆艺

术总监。1984 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1988-2008 年在中国美术家

协会任编辑工作。曾策划“移花接木”

中国当代艺术的后现代方式等多个展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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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艺术中国在所有的艺术类奖项评选的过程中，是面积覆盖最广阔

的，包括的艺术事件和艺术家的规模都是最大的，奖项也是分的最细的，

AAC 的评选远比大家想想的要复杂和艰难，在评委面对如此多的机构

和艺术家、艺术现象和出版物时，都是十分纠结的。另外在评选中对学

术问题的讨论，比如艺术分类的问题，也是大家多次讨论，最终找到一

个公正客观的解决方法。 每一个奖项都有缺陷，评委能够做的就是尽

量把遗憾留到最少，相信第七届 AAC 艺术中国的颁奖一定会给 2012

年中国艺术界一个最好的说法。

                                                                                           ——  李  旭

1967 年出于辽宁沈阳，艺术评论家、

策展人。毕业于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

系。曾就职于上海美术馆，曾任策展人、

学术部主任、馆长助理。2006 年任上

海张江当代艺术馆馆长。曾策划上海双

年展、“形而上——上海抽象艺术展”

等展览项目。

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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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七届的 AAC 艺术中国的评选，在这七届的评选中，评选程序的

设计越来越合理，推荐的艺术家越来越有权威性，重要的不是评奖，让

更多的人关注当代艺术，对于艺术家、收藏家、评论家，大家都是通过

这个评奖了解到中国当代艺术，这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在评选的过程中，

评委之间会出现一些不一致的意见，这也充分说明了评委的客观性，在

评选前期制定了规则，评委也会在尊重客观事实上，谨慎的给出自己的

评选意见。

                                                                                           ——  鲁   虹

1954 年生，擅长中国画、美术理论。

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现任职于深圳美

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美术

学院与湖北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

导师、深圳美协副主席、深圳市宣传文

艺基金评委。学术专著有《鲁虹美术文

集》、《现代水墨二十年：1979——

1999》等。

鲁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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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艺术中国充分坚持了自己的特点，在前六届的基础上有了新进

步。AAC 艺术中国七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独立的立场，没有受到来自市

场等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第二是一直坚持专家的路线，征求各个领域

专家的意见。第三是一种严谨、认真、公平公正的态度。这三个方面

是 AAC 艺术中国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原因，而它对艺术界的影响也是逐

步的显现出来，正是因为它倡导的严谨的学术，所以很多著名的艺术家

和批评家都很在意这个活动，在业内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未来希望

AAC 艺术中国能够在公众的平面做出更多的推广。

                                                                                           ——  孙振华

1956 年生，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国家一级美术

师、深圳雕塑院院长。 华中师范大学

毕业留校，1987 年获该校硕士学位，

1989 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讲师、副

教授。曾出版有《中国古代雕塑史》等

专著并策划《设计深圳——首届深圳设

计展》等多次展览。

孙振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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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艺术中国到今年已经是第七届了，它集合了每一年中国当代艺术

界的热点和重要事件，是对艺术界的一种回顾，更是一种展望。通过网络、

媒体和专家的评选，使得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好，也显得越来越有力量。

尤其是在第七届的初评阶段，在资料的准备上十分充足，把 2012 年的

每一个事件都很完整的进行了呈现，专家在这一阶段的评选也更加的全

面，这就是这样的活动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所在。事实上，AAC 艺术

中国和中国当代艺术成长是相互影响的，AAC 艺术中国伴随着中国当

代艺术的成长，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是滴水穿石的功能，时间愈久，

愈能显示出两者之间的影响和改变。

                                                                                           ——  叶永青

1982 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

现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曾在北京、上

海、新加坡、英国伦敦、德国慕尼黑、

德国奥格斯堡、美国西雅图等地举办个

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等艺术机构收藏。

叶永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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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艺术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评选体系，在业内已经树立

了品牌和权威。在业内有很多的奖项和评选，但是重要的是实践和前行，

AAC 艺术中国在评选工作中越来越凸显出自身的专业性和学术性，以

及公正性，这是艺术家给予越来越多关注的原因。第七届 AAC 艺术中

国首先在评委的把关和选择上有很多的考量，充分选出每个领域内的专

业评委。其次在初评阶段的资料筹备上也十分充足，并且会在每个初评

地进行一个学术性非常强的论坛，这更让评委有信心把事情做好。随着

AAC 艺术中国的发展，大家自会了解，在这么多的评选中做出比较和

判断，我们不指望一个评选对中国艺术带来改变，至少一个评奖证明中

国艺术界有良心、公道和信心。

                                                                                           ——  殷双喜

1991 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学系，

获硕士学位。2002 毕业于北京中央美

术学院，获博士学位。 现为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同时为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景观设计专家组高级顾问、广

东美术馆学术委员、深圳何香凝美术馆

OCT 当代艺术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上

海油画雕塑院特聘学术主持。

殷双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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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艺术中国能够在当下中国持续做，首先已经取得了成功，这是一

个非常有难度的事情，它不仅是给艺术界，甚至是给中国每一个行业提

供了一个理想化的可能和坚持下去的可能性，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

案例——中国人如何去对一个事情进行坚持，这是我们建立尊严的基础。 

AAC 艺术中国在一个不断总结的过程中，去不断的完善其完整性和客

观性，越来越逻辑化，覆盖面更为广泛了一些，同时雅昌艺术网在这个

过程中也越来越成熟和包容。

                                                                                           ——  俞   可

俞可

1983 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油画系。

曾就读于俄罗斯赫尔岑国立师范大学造

型艺术系油画专业，硕士研究生结业。

1999 年至今，任四川美术学院学报编

辑部执行主编，并任西安美术学院美术

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典藏》杂志社特

邀撰述、深圳美术馆研究员、重庆美术

家协会理事、重庆期刊协会常务理事。

现为《当代美术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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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对艺术发展而言，AAC 艺术中国一个大的趋势是更关注新生的

艺术，而对评选而言，这方面也要与时俱进，甚至要有一定的前瞻性，

才能传达艺术真正所需的时代内涵。

对于推动艺术发展的模式上，要以更多元化与多方向的方式来发展平台，

进而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另一方面，要保证其学术的品质。艺术中国

多年来，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非常长足的尝试，这无疑是有利于推广艺

术多维度的发展的。

                                                                                           ——  张子康

今日美术馆馆长，民营美术馆第一人。

1989 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

曾在《河北图书商报》任美术编辑，后

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工作。 现兼任《东

方艺术》杂志主编。2012 年 10 月卸

任今日美术馆馆长一职，赴新疆任新疆

文化厅副厅长。

张子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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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出生，江苏无锡人。 1989 年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并留校

任教。1998 年获文学博士学衔。 现为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人

文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首届中国

国际画廊博览会艺术总监。 主要研究

方向为美术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

艺术管理与艺术推广等。曾出版有《京

江画派》等多部论著。

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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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艺术中国在前两三届的结果中已经初显其在业内的影响力了，并

且这是一个由业内向社会影响力推进的一个过程。七届 AAC 艺术中国

坚持到今天，一开始走的就是专家的路线，坚持其专业性和学术性。当

下的变化主要是在评选的方法上，从初评到终评，已经远远超出了任何

一个个体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的评委的加入，更是让 AAC 艺术

中国具有国际性，通过这些专家的一直评选和意见的整合，使得奖项的

客观性很强，客观性是一个奖项的影响力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

AAC 艺术中国坚持到今天，正是其客观性使然。

                                                                                           ——  杨小彦

1982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

1987 年 获 本 校 美 术 史 硕 士 学 位，

2004 年获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曾

任加拿大温哥华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暨南大学新闻系副教授。现为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

曾出版《篡图：作为初级历史的艺术批

评》等论著。

杨小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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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广东省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广州美术学院特聘教授、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第九届广东省政

协委员。曾为岭南美术出版社编辑，广

东画院专职画家、理论家，广东美术馆

副馆长，广东美术馆馆长。出版论著有

《中国明清国画大师研究丛书——陈洪

绶》《中国山水画专史》等。

王璜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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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艺术批评家及策展

人。现执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

分校艺术史系，《中国网》专栏作家。

代表作品有《85 青年美术思潮》、《当

代美术的群体和个体意识》，策展风格

为开发重要前卫作品的引领者。

高名
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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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艺术中国在评选的过程和甄选的決定上越见专业化，评审团亦有

其在专业领域上的代表性。评选的工作是对个别艺术工作者作专业的肯

定，也在更阔的层面，透过這些艺术工作者，每年为中国的艺术作出一

个勾画。这奖项在中国已逐渐建立其声望，它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加，亦

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指标性的路向图。

                                                                                           ——  何庆基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及宗教系的文化

管理硕士课程主任，国际艺评人协会香

港分会创办人，英国文化月刊顾问、《文

化现场》杂志董事局主席。曾任香港艺

术中心展览总监及上海当代艺术馆创馆

馆长。国际艺评人协会香港分会创办人，

英国文化月刊顾问、《文化现场》杂志

董事局主席。

何庆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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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艺术中国改进了评选方式，每月的推评会使年终的盘点相对全面。

充分的评选资料非常好，雅昌的工作团队辛苦了！艺术中国已经建立了

标准，影响力逐渐扩大，如果每年或双年能做一个获奖艺术家展览，将

会更完美。

                                                                                           ——  李   媚

摄影活动家、策展人，鲁迅美术学院客

座教授，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

主任，雅昌艺术网艺术顾问，第八届中

国摄影金像奖评委，第三届广州国际摄

影双年展总策展人，2006 年美国休斯

敦摄影节“中国影像见面会”中国专家。

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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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 AAC 艺术中国最大的不同的是特别慎重，所有的评委都在仔细

的聆听和提出自己的意见，褪去了往年的那种热火，每个评委都在很平

心静气的讨论领域内的问题，而且这种讨论也越来越回复到艺术事件的

本体，另外，艺术中国得以坚持和持续地进行下去，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很多的奖项更像是一个 PARTY，但是 AAC 艺术中国的专业性和权威

性以及持续性是其亮点。在未来 AAC 艺术中国的发展中，应该更多的

关注到一个社会领域内的问题，而不应该是仅仅锁定在艺术界，普及影

响力，如何使观众发生兴趣、认同这个奖项，这是艺术界的一个共同的

问题，所以在这一方面，包括 AAC 艺术中国和中国艺术界，都还有一

个很大的空间努力。

                                                                                           ——  谢素贞

英国伦敦大学哥德史密斯学院策展与艺

术行政专业硕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

博士。曾任雅昌企业集团艺术总监、中

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执行馆长、台北当代

艺术馆馆长、实践大学时尚与媒体设计

研究所副教授等。现任今日美术馆馆长。 

著作有《台北当代艺术馆 (2005)》、《仙

那度变奏曲》、《虚拟的爱；当代新异

术》。

谢素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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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是 AAC 艺术中国得以成功的要素，连续七年的坚持，已经给

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和建设带来了贡献和促进作用。在这七年中，

雅昌艺术网一方面在打造自己的艺术中心，通过 AAC 艺术中国的评选，

参与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和建设中，并且对艺术界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AAC 艺术中国的评选分类从艺术家到终身成就奖、对年轻人的关

注以及对出版物、展览事件的关注，囊括了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生

态，通过评委的专业评选，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记录，同时也使得中国

当代艺术走向越来越健康的环境，也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中国当代艺术的

今天和明天到底是什么样的趋势。AAC 艺术中国越来越专业化和精细

的评选是对于历届评选中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的进步，同时也是科学化

和公正化的进步。

                                                                                           ——  张   晴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美术史学史博

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

系世界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后。现

任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主任，同济

大学客座教授，《艺术当代》杂志社编

委，2010 年上海世博会雕塑评审专家，

国际现代美术馆和收藏委员会成员。

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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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是中国艺术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整个社会对于艺术界发展

的变化有了很多的关注，AAC 艺术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认知中，带给社

会大众一些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动向，希望把艺术带给公众和社会，

让社会通过这样的奖项，更好地认识中国艺术的发展。在保证奖项的客

观性中，评委的阵容非常专业化，另外雅昌艺术网的资讯平台非常全面，

相对来讲是比较客观的，我们肯定会有遗珠之憾，但是绝对没有混珠之

嫌。AAC 评选已经带动了中国艺术的发展，今年的评审对于未来一年

艺术发展的趋势有一定的影响。从长远看，已经独树一帜，是企业的社

会责任和公众的关注点的一个结合，再加上专家的介入，肯定会对中国

艺术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京大学中文系

当代文学硕士。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

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

《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

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论著多种，

曾受北京大学派遣在日本东京大学任

教。

张颐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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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奖项并不是说在业内有影响就代表着有作用和意义，如果想要对业

内有影响，前期的工作就一定要做好，要有广泛的调查和周密的考虑，

在经过反复的验证之后，才提出来给评委进行考量。AAC 艺术中国的

评选是按照艺术门类进行划分的，这是不是 AAC 的特色呢？如吴作人

奖项中关注的是经典化，这也是其特色，而艺术中国的特色是什么？这

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在本届的讨论中，有三个问题需要论证，第一是当

下艺术的分类是不是合适的？第二各个门类的奖项的候选人的分量是不

是相当的？第三门类只是进入问题的一个途径，要想评出中国当代艺术

的成就，还需要逐步的探索和改进。

                                                                                           ——  朱青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史系油画学士，中央

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硕士，德

国海德堡大学美术研究所博士。现任北

京大学汉画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视觉

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教于中央美

术学院，现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当

代艺术年鉴》主编。

朱青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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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艺术中国的评选，书法作为艺术中国的门类，这对于书法与整个

当代艺术的互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书法的评选是第二届，积存的

优秀艺术家和作品都会去考虑，如果未来一年一年的做下去，会更加关

注年轻的艺术家和作品。对于文化事业的推进，包括对于中国当代艺术

的推进，是一个长期需要各方面进行合作努力的过程，艺术中国在未来

肯定会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  邱振中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研究生，文学硕士。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

与绘画比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馆

书法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

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绍兴文理学

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院长，潘天寿研究

会副会长。日本国立奈良教育大学客座

教授，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水墨

顾问。

邱振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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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艺术中国的评选是一个不断坚持和改进的过程。在每一届的评选

中，都应该有所改善，让评委的意见在下一届的评选中得以体现，使得

下一届的评选更加的科学和规范。对于一个奖项的客观性的保证，设置

评奖的规则和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在 AAC 艺术中国的评选中，大家都

还是十分遵守规则的，目前中国的评选奖项都还是比较短暂，相信到了

第十届，大家会觉得 AAC 艺术中国是一个越来越严谨，越来越值得关

注的奖项。

                                                                                           ——  吕   澎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曾任《戏剧与电

影》杂志社编辑、四川戏剧家协会副秘

书长、《艺术·市场》杂志执行主编、

2002“广州双年展”艺术主持，现为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

吕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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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艺术中国能够尽量大面积地覆盖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面貌，这个

是特别重要的，也是 AAC 做的特别有价值的地方。持续性属于非常重

要的一点，如果它能够持续五十年，它的价值肯定就能够变得越来越稳

定，而且对中国当代艺术也相当于一个梳理和历史写作的过程，因为时

间肯定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  舒可文

曾任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院政治系副教

授。1995 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

任文化编辑，现任《三联生活周刊》副

主编。著作有《相信艺术，还是相信艺

术家》、《城里——关于梦想城市的叙

述》、《美是幸福时刻》等。

舒可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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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艺术中国已经坚持了七年的时间，它能够非常及时的、全面和生

动的反应中国当代艺术的走势和面貌。在第七届的评选中，评选的团队

有了很大的变化，参与的人比较多，来自各个领域，使得评选的活动更

加具有学术性，另外评审的程序是公开的，充分接受舆论的监督，广泛

听取艺术各界的意见，这也是该奖项能够成功的原因。AAC 艺术中国

是把艺术家、艺术创作、艺术生产、艺术传播、艺术消费、艺术学术研

究联系在一起，这种整体的关注，更加能反应出艺术界的生态。

                                                                                           —— 皮道坚

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西安美术学

院艺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湖北美术学

院客座教授、湖北民族学院客座教授、

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广

东美术馆“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学术

委员会委员，广州艺术博物院学术委员

会特聘研究员，广州大学城建设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艺术学会（美

国。纽约）学术委员。代表作品有《美

术思潮》、《当代美术与文化选择》等。

皮道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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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艺术中国给各界提供了一个平台，尤其是中国当代艺术很发达，

正在进入世界的领域，在评论的平台，观众需要一定的指点，当代艺术

不是一看就懂，哪个代表更新的发展和前瞻性，这些问题需要批评家、

美术家坐在一起，有个公正的态度，给公众提供基本的角度看东西，同

时对国外很多想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人，提供一个资料和认识的平台。

同时这个平台不是一个封闭的平台，会在每年的讨论中引出很多问题，

在下一届的评选中进行深入的讨论。在本届评选中，评委的水平都是各

个领域中最高的，又是多元化的，这是一个公益性的评选公正性和学术

性的保证。

                                                                                           ——  巫   鸿

著名艺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曾任

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哈佛

大学美术史与人类学双博士生。哈佛大

学美术史系终身教授。受聘支持芝加哥

大学亚洲艺术的教学、研究项目，执“斯

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0 年建

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同年兼

任该校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

巫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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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唯一一个海外的评委，今年是第一次参加 AAC 艺术中国，通过这

次参与，让我看到了这次评选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在雅昌艺术网提供的

备选中，评委的选择很不容易，因为每一个艺术家和展览都够分量，都

集合了 2012 年中国艺术界的重要事件。第一次参加评选，我的印象非

常好，如果下一年还有机会去参加，我希望一年做的比一年好，让大家

对 AAC 艺术中国的印象越来越好。

                                                                                 ——  凯伦·史密斯

展览策划人、艺术评论家，在国际上被

誉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权威。英国人，

1992 年底来到中国，现定居北京。她

为中国当代艺术家如艾未未、刘小东等

在国际上策划了一系列展览，不遗余力

地通过自己的策展向西方推介中国当

代艺术。1990 年，凯伦 • 史密斯出

任香港艺术杂志《Artention》主编，

2005 年 11 月出版名为《当代艺术的

玖个文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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