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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背后
日常艺术生态的

多元和繁荣

巴塞尔艺术展一直被视作全球艺术
市场的“风向标”。

创办于1970年的巴塞尔艺术展属于
博览会性质，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廊聚集一
处，主旨是销售作品，同时也给艺术圈和
藏家们提供一个交流、交际的平台。

作为目前全球艺术圈的头部交流平
台，巴塞尔艺术展除了“本部”瑞士巴塞尔
之外，还有中国香港、美国迈阿密和法国
巴黎这三个国际大都市作为“分会场”。3
月25日，2023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正式落
下帷幕。今年的展会是2019年以来最具
规模的一届，汇聚177间来自32个国家及
地区的艺廊，5天展期的入场人数约8.6万
人次。来自全球的画廊主、收藏家、艺术
家以及艺术爱好者，不仅仅是来参加一次
交易展会，更是一次全球艺术的深度体验
和遨游。

从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现场来看，来自
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画廊数量相较往年增
加，而且位置更好。站台中国、蜂巢艺术
中心⋯⋯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数十家画廊
分布在一层和三层的展场不同区域，纷纷
拿出最高品质的作品参展。成都千高原
艺术空间也在主展区艺廊荟萃、策展角
落、光映现场三大单元，分别呈现陈秋林、
陈萧伊、何多苓、漆澜、王川、杨述、翟倞共
七位艺术家的作品。

展会另一个最大的亮点是香港本土
艺术家的亮相。在专门呈现大型装置而
设立的“艺聚空间”单元，仅有13件席位，
香港本土艺术家就占了2席，而且无论是
展场位置，还是作品本身带来的感受力，
非常醒目。十年之间，香港的文化生态系
统发生着巨大的转变。正如巴塞尔艺术
展香港展会总监乐思洋所说：“今天，连计
程车司机都会与人分享M+、香港故宫和香
港巴塞尔艺术展的重要性。”

展会的影响力也绝不仅限于“艺术
圈内人”。对于广大的艺术爱好者来说，
那种扎根在艺术氛围里，沉浸在成百上
千的展览和作品里，和朋友一起聊艺术
的日子，也是久违了的期盼。大家太迫
切需要这样一场团聚了。社交媒体中，
有许许多多的人晒出了展会的邀请信、
订票截图⋯⋯这代表着艺术正在重归日
常，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可能是艺术所
拥有的更重要的力量。

无疑，一派繁荣景象背后的真正原因
是人们对高品质艺术生活与社交的需求，
以及香港作为亚洲文化中心的独特魅
力。巴塞尔艺术展主办方形容香港是出
色的“家”和据点，充满可能性。

近年来，多项世界级艺术及文化设
施，包括戏曲中心、当代国际视觉文化博
物馆M+、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相继开
幕，有力支持和强化香港文化艺术形象。
无论它们是历经改造焕然重现，还是全新
诞生，均共同筑就着香港日常艺术生态的
多元和繁荣。

各种展览遍布各种类型的博物馆、美
术馆，无论是国有展馆还是民间展馆、综
合型大馆还是专题特色展馆，皆有能力端
出水平极高的“艺术佳肴”，称得上“色香
味俱全”。而展览展出方式，或许可以用
千姿百态来形容。

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隈研吾迄今为
止最大规模体验展览《五感的建筑——隈
研吾建筑设计展》亮相成都宽窄巷子，展
览结合宽窄巷子独特的建筑环境，从建筑
模型、音乐、大型装置、多媒体、文献、书法
等诸多方面，对隈研吾“五感的建筑”这一
理念进行呈现，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和热烈
反响。

园林设计师陈霞感叹，在青砖瓦檐的
川西四合院中，在阳光与微风里，她对建
筑有了新的认识。“隈研吾将他对未来建
筑的哲学和巧思，点缀在这片由砾石与竹
子重新塑造的场景中，我们的视觉、听觉、
嗅觉等五感，统统被调动起来了。每一个
作品都充满了隐忍、内敛、辩证的东方哲
学，在表述未来时代我们该如何构筑世
界，激发我们去充满想象力和思绪的空间
中探索，太令人耳目一新了。”

遇见博物馆·成都馆展出的原创策展
作品“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核心是敦煌
文化艺术。在著名艺术设计教育家常沙
娜的带领下，以孙博、鲍营等艺术家重绘
的 200 余幅敦煌壁画作品为基础，3D 光雕
技术，数十台 4K 超清设备，将精美绝伦的
壁画进行了更为“鲜活”的再现，文化、文
物、科技互融的探索，“文物活起来”了。
同样在成都展出的《画游千里江山——故
宫沉浸艺术展》也是运用了大量数字投
影、实时交互等前沿数字技术，《千里江山
图》“走出”博物馆，走进大众文化艺术生
活之中。

随着文旅市场的复苏，成都各类艺术
展览遍地开花，特别值得期待的是，成都市
美术馆即将推出原创艺术品牌——“S”艺
术季，从 4 月到 6 月，带来惊喜连连。“S”艺
术季由东西方两位大师黄宾虹、莫兰迪领
衔，带来五大展览：多幅乔治·莫兰迪真迹
空降成都、宝藏国画大师黄宾虹艺术研究
展、当代艺术家王易罡的先锋创作世界、青
年艺术家JujuWang装置艺术的视觉盛宴、
具有先锋探索性的当代声音艺术展。

五展风格各异又有机融合。同时，成
都市美术馆还照例将为观众提供一系列寓
教于乐的公共美术教育活动。乔治·莫兰
迪展部分将以学生艺术展览的形式探索莫
兰迪对静物的迷恋和冥思；黄宾虹公教活
动将以儿童长卷绘画、艺术讲座等形式展
开。这些艺术作品将与展览同步悬挂展
出，使孩子们的作品与大师遥相对望，形成
世代之间的隔空接力、跨界对话。

2023 成都双年展已官宣定档 7 月，从
盛夏到深秋，继续用艺术对话世界。行
走在成都，艺术无处不在。成都一批艺
术场馆、艺术家和策展人持续深耕，通过
各自的创新实践努力发出成都的声音，
发出自己独特性的声音，伴随人们的消
费习惯培养和消费层次升级，不断“刷”
新展览水平。

艺术与人
的连接千姿百态

人物访谈

审美教育，必然是全民性的

高约六七米的《竹棱》是隈研吾为成都站展览特意创作的全新作品

在成都，艺术
是生活密不可分的
一部分。从极具国
际影响力的双年展
到 各 类 历 史 文 化
展，从成都市美术
馆新馆到遍布大街
小巷的博物馆、社
区艺术空间⋯⋯成
都这座城市就是一
个巨大的艺术生态
圈，不断消融着艺
术与生活的边界。

成都有大大小
小的美术馆 200 余
个，“刷展”，已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给
越来越多的人带去
内心的丰盈。如果
把博物馆、美术馆
等艺术空间比作构
成城市文化肌理的
毛细血管，那么一
场场展览则如同胶
原蛋白，密集地撑
起一座城市饱满的
精神状态。

中国自古以来
“礼乐相济”的美
育传统，在现今的
中西交融、创新尝
试 中 发 展 为 全 民
性，为这座城市进
行 文 化“ 铺 底 ”。
文 化 展 览 的 多 元
和丰富，也给未来
的 展 览 提 出 了 更
多有关城市、有关
文化的思考。

在成都在成都

刷展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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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思新意思

成都考古中心对文博爱好者来说，是
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走进《考古·
成都》展厅，这里面积不大，但展览信息量
较大。展厅入口璀璨C位留给了一把首次
公开常展的“成都矛”。这件铜矛于 2016
年底出土自成都蒲江飞虎村，其最特殊
的，便是上面两个古雅的篆字“成都”，这
也是迄今为止成都地区出土的唯一一件
刻有这座城市名字的青铜矛。走近细看

“成都矛”，中端前方罩有一面放大镜，观
众可以清楚地辨认出上面“成都”二字，或
许在那一刻，能真正感受到考古的意义。

游客在这里还能看到考古中心的镇
馆之宝——战国漆床。这是中国目前年
代最早、体量最大、结构最为复杂、保存
最完整的漆床。据推测，这件战国漆床
可能是最后一代蜀王的墓葬，经历过约
2400 年的风霜，已经十分脆弱，在出土
后，文保人员花了十多年时间对其进行
保护修复，才最终让“古蜀第一漆床”以
原来的面貌呈现在公众眼前。“原来一件
文物进入博物馆之前，要经历这么多过
程。”张女士感叹，之前从未系统地看到
过考古工作的全面展示，这次算是一饱
眼福。参观这个展览不仅了解到文物从
发现到展出的过程，也了解到许多考古
知识和考古队员的不易。“今天收获特别
多。”周先生是一名考古爱好者，他通过
成都考古公众号报名参与了参观活动。
他说，考古人参与到展示的设计中，非常
专业，也很有创意。让他印象最深刻的
是现代的春熙路附近所做的三层展示，
让人一眼便能看出历史和变化。

《考古·成都》展突破了常规博物馆呈
现模式的边界，开创最新展示视角，通过
考古成果与考古过程的并列化呈现，探索
考古博物馆的特色化展示路径，全新打造
的展陈讲述古蜀千年文明。《考古·成都》
展并不是成都原创历史大展的个例，刚在
四川博物院闭幕的“高山仰止·回望东坡
——苏轼主题文物特展”堪称现象级的历
史大展。展览中，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
美术馆、四川博物院等 39 家博物馆珍藏的
苏轼主题相关文物亮相，其中不乏罕见的
苏轼真迹等重磅文物，人气爆棚。“苏轼是
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
人。宋朝远去了，苏轼远去了，但苏轼的
文化创造至今犹自屹立不倒。通过文物，

‘沉浸式’感受千古文豪苏东坡的一生，让
人获益匪浅。”文学爱好者黄国平说。

与追溯古蜀文明之根的文物展相比，当
代艺术展览又呈现出另外一番风景。同样忙
着“刷展”的文艺青年彭哲觉得，成都各大美
术馆举行的艺术展览类型多元而视野广阔，
无不传达出“立足成都、放眼全球”的理念，这
背后是策展实力的综合体现。刚在成都博物
馆闭幕的“百年无极——意大利国家现当代
美术馆藏艺术大师真迹展”就令观众意犹未
尽。百年时空，无极往复。大展会聚了西方
现当代艺术历史长河中46位星光熠熠的艺术
大师。梵·高，一生饱受孤独与苦痛，却用手
中热忱而富有韵律的画笔为后世留下了众多
惊人的杰作；康定斯基，抽象艺术的先驱，他
的作品充斥着热烈的节奏感，散发着历久不
衰的魅力⋯⋯群星璀璨，用风格强烈的作品
连缀起欧洲近百年波澜迷人的壮阔艺术史
诗。与朋友多次观展的插画师孟兰芝向记者
感慨：“这些作品如同一面现代艺术的多棱
镜，带领观众去照见和回望那个风云变幻时
代里的奇光异彩与无限突破。”

成都市美术馆 2021 成都双年展捐赠作
品展展出了徐冰、苏兴平等十位艺术家的捐
赠作品，让人重温了成都双年展的盛况；千
高原艺术空间的“自定义 II——7 个问题”展
览邀请了八位年轻艺术家参加，他们的作品
展现着年轻一代艺术家们所实践着的基本
方法与价值观⋯⋯喜爱当代艺术的黄敏惊
喜地发现，最近成都的艺术展览多集中在当
代艺术领域。2021 成都双年展捐赠作品展
吸引了她“三刷”。为何反复观展？她说：

“当代艺术多元的维度和自由的韧度，对策
展能力既是挑战，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的开
拓实践。这些展览让观众身在成都，用艺术
的方式与世界同步。”她还认为，这些艺术展
览，为观者探索“到底何为艺术”这一现当代
艺术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最直接的机会，追
寻展览的脉络，人们可以理解当代艺术，理
解全球化时代之下各种盛行的观念等纷繁
复杂的理论。

与世界同步
的当代艺术展

“沉浸式”感受
原创历史大展

“沉浸式”感受
原创历史大展

《百年无极》展，观众在梵·高油画《园丁》前

成都考古中心《考古·成都》展厅入口，C
位留给了一把首次公开常展的蒲江“成都矛”

观众在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参观
图据新华社

记者：成都艺术场馆的数量和硬件，与国
际上的其他都市相比，您认为达到什么水平？

曹筝琪娜：成都是一个公共文化场馆非
常多的城市，特别是最近几年新建设的场馆，
都是硬件标准非常高的场地，单就硬件而言
已经是国际领先的水平，起码是第一梯队。
这几年来，成都美术馆事业也迅速发展，全年
有近千场展览。

当然，成都有2000余万人，如果从人口比
的角度而言，场馆数量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
有差距的。特别是因为艺术场馆的发展主要
是近10年来比较集中，因此馆藏基础、研究深
度、整体学术面貌有待提升。这个问题需要
靠更长的时间和人才的积累来弥补。

记者：成都全年有近千场展览，这种丰裕
背后可以做怎样的城市文化解读？

曹筝琪娜：成都文化氛围浓郁，历史底蕴
深厚。艺术领域更是人才辈出，实力雄厚。
成都的展览与其他城市相比，呈现出一种独
特面貌，就是展览的类型比较丰富。除了常
规的美术馆展、画廊展，还有非常多的独立空
间在举办各类多面向的展览，展览和公共场
域、商业空间的结合度也比较高。

除了专业场馆，在这座城市的菜市场或
者咖啡厅，居委会或者步行街，都可能是展览
的载体，我们也会随时邂逅艺术。艺术是这
座城市弥漫在空气中的美好，艺术和生活的
距离很近，大概就是成都的文化气质吧。

记者：许多国外机构很愿意与成都的艺术
场馆合作办展，成都的哪些特质吸引了它们？

曹筝琪娜：这是综合因素决定的，与成
都的艺术氛围、场馆硬件设施和观众素质有
关，国际联合办展是相互学习和借鉴经验的
契机。

我认为首要是成都的观众有好奇心，对艺
术的接受程度也比较广，无论是经典艺术，还
是现当代艺术，或者什么新兴的艺术形式，在
成都都能被接受、被欣赏。包容和好奇，是成
都观众比较突出的气质。

记者：我们是否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可以
通过办展来大力推行全民美育，以此为城市

“铺底”？
曹筝琪娜：审美教育是培养人发现美、欣

赏美和创造美的教育，在传授技艺、经验和观
念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使人们认识提升、情
感饱满、意志坚定，从而实现人的素质提高和
全面发展，它必然是全民性的。

18 世纪后期，巴黎卢浮宫率先由原先

的私人收藏室转变为公共博物馆，免费向公
众开放，并尝试与学校结合开展实物教学。
之后，美术馆逐渐由“以物为中心”向“以人
为中心”转变，关注点也由“收藏”向“教育”
转变，所以我们说美术馆教育是美术馆的

“灵魂”。
成都正在奋力打造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

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置于当代世界文化语境的前沿，成都的
展览场馆一方面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博采众长、兼
收并蓄，引进和展陈世界优秀艺术作品，创造
性地发展美育的内容和形式。随着《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法》的颁布，成都正在用更多的文

化投入和公共文化活动让人民能满足日益增
长的文化需求，这也是实现文化公平和全民
美育的有效手段。

当然，在国家层面的推动之外，一个城市
的文化生态是全方位的，既有公立机构在面
上的推动，更需要无数具体的展览、活动像一
个个毛细血管里的细胞一样，让这个躯体更
健康、更鲜活。

成都的美育也应是开放性的。如今的博
物馆、美术馆早已不拘于绘画、雕塑等架上艺
术的展示，诗歌、音乐、舞蹈、戏剧等文学艺术
形式都被“请进来”，这种“惊艳”的跨界融合
方式，不仅扩大了美术馆的“朋友圈”，也输出
了更为丰富的文化产品。与此同时，展览场
馆应更频繁地“走出去”，进校园、进社区，去
传播艺术的气息。此外，线下线上联动实现
馆藏资源的美育转化，也是一种“走出去”寻
求突破的方式，从而在社会美育大课堂中实
现全民美育、终身美育。

记者：数字化也是艺术展览乃至美育未
来的大势所趋吗？

曹筝琪娜：数字化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
趋，数字化是让展览和美育能在时间和空间
上获得更大成效的手段，但在我看来，数字化
只是手段，核心还是需要更好的、更落地的工
作去推动。

比如：成都市美术馆开馆以来，已经将多
个受欢迎的展览数字化，也有很多线上美育
课程和线下美育课程内容同步，这些都可以
通过成都市美术馆官方微信号获取。目前还
在建设数字美术馆，会努力探索新技术手段
对美术馆工作的提升。我相信，未来的数字
美术馆将使整个城市的文化影响力跨上新台
阶。 （曹筝琪娜：青年策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