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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4月 13日 星期日 文化周刊
美术馆

如切如磋

本报记者 高素娜

数字化美术馆的社会作用

美术馆动态

本报讯 由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主办的“高原·高原——第四届中国西部

美术展油画年度展”作品征集活动日前在西安启动。从即日起至 8 月 25 日为

作品电子版送稿时间，9 月 1 日至 20 日为油画原作送稿时间，10 月 28 日至 11

月 28日将在该馆展出优秀作品 200幅，同时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

本届“高原展”分为西部油画家画西部和学术提名展两部分。为使展览

成为西部艺术家展示自己的平台，参展作者均限定于现在或曾经生活和工作

在西部的 12 个省市自治区的作者，其作品题材与形式均应彰显西部特色，表

现作者对西部、对高原的感悟和理解，特别是改革开放和我国实施西部大开

发战略以来西部发展的新面貌，即西部美术家表现西部的作品，尤其欢迎在

油画本土化过程中具有语言探索性的作品。 （美周）

陕西美术博物馆启动“高原展”

龙美术馆再开新馆 刘益谦夫妇直面争议

实体美术馆是数字美术馆的基础

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物陈列博物馆

一般被划分为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

馆、科学博物馆和特殊博物馆四大类。

国内普遍称谓的美术馆应当划在艺术

博物馆的范畴之内。客观地看，我国的

美术馆建设存在着起步较晚、关注度

低、基础薄弱、经验匮乏等问题，除个别

馆曾进行过收藏与研究外，大部分的美

术馆基本上只行使了展览功能，并未在

真正意义上完整地履行艺术类博物馆

的全部职责，可以说基本上还处在发展

不均的初始阶段。究其原因我们不难

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关主管部门

或领导对于美术馆功能的理解有关。

而这种将美术馆仅视为展览功用的单

一化认识，又造成了国内各美术馆在经

费与制度上都缺乏相应保证的现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欧的一

些国家，尽管经济情况目前甚至没有中

国的一些省市好，但其对于美术馆投入

与运作的规范程度都要远超中国。近

些年来，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加

上一些懂专业和有文化使命感的人走

上了领导岗位，不仅许多国外优秀美术

馆的先进经验被国内一些美术馆所接

受与借鉴，而且类似上述的情况也有了

一定的改观。

不过，就整体而言，国内的美术馆

与国际优秀的美术馆之间依然存在着

很大的差距。特别是诸多美术馆由于

普遍缺乏对于过往美术史的梳理，故始

终还没有策划出像样的专题陈列展。

虽然湖北美术馆于去年推出的“湖北美

术百年文献展”开了举办国内专题陈列

展的头，但因历史与各方面的原因，原

作很少，更多是文献和复制品，与国外

优秀美术馆举办的专题陈列展相比还

有很大距离。因此，对于国内的各大美

术馆来说，如何想办法与国际惯例接

轨，即以学术研究为龙头，做好收藏、陈

列等工作，还是一个需要下很大力气才

能解决的问题。否则，接下来也不太容

易借助新兴的数码技术，将实体美术馆

很好地呈现于数字美术馆之中，完成

“后来居上”的目标。

尽管相对于传统的实物陈列博物

馆，数字时代的美术馆具有渠道丰富

化、传播多样化、浏览自主化、推广智能

化等优势。可虚拟美术馆给人们所带

来的视觉感受和人们从实体美术馆中

获取的亲身体验之间毕竟还存在很大

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何种形

式的虚拟美术馆始终都无法完全取代

实体美术馆的存在和体验。事实上，所

谓数字美术馆的一切活动，都必然以实

体美术馆为依托，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

实体美术馆。这正如中国古话所说；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实现与观众的多维交流

在现代社会，随着信息技术与数字

化媒体的进一步结合，数字技术逐渐渗

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革新了

文化生产方式、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

也不断改变着人们的审美方式。在此

基础上，美术馆数字化的实现也成为可

能和必然。

目前，我国的历史类博物馆在数字

化 建 设 方 面 大 致 与 国 外 同 步 ，比 如 ，

1999 年提出的“数字故宫”计划以及随

后相继成功推出的“数字敦煌”“数字首

博”等。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这几年

对美术馆实体展览的数字化展示，常见

的有网站信息发布和虚拟现实技术的

运用。而美术馆通过对具体展览相关

资料的上传、发布，不仅可以永久保存

一切实体性的展览，还可使观众通过互

联网、应用程序等手段随时随地调看各

种展览与相关资料，进而使固定不动的

美术馆变为了移动的美术馆。在这样

的过程中，浏览者一方面能通过导览系

统自如地查询与展览相关的各种信息，

另一方面还能通过留言板，随时随地对

作品、展览或艺术家进行评论或与世界

各地的艺术爱好者进行沟通和交流，甚

至可以直接向馆方或策展人提出观展

需求和合理化建议，从而加强美术馆与

公众的对话与互动。再者，通过手机、

平板电脑等智能化的移动终端，公众还

可以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在最短的时间

内获取其所处位置周边的美术馆位置

分布、展馆规模、馆藏作品及在展展览

等全面信息。

事实证明，相对传统的实体化展

览，数字化展览显然具有更加自由化、

自主化和自助化的优点。此外，这也意

味着，我们的美术馆以后将分别从“知

识生产”与“知识再生产”这两个角度满

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在

这里，对于后者的重大意义，千万不可

低估，因为在当下，以微博、微信为代表

的社交媒体对信息的裂变式传播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形成自媒体语

境的新情境中，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

的角色都在进行改变，结果，所谓传播

也从“一对多”的关系变成了“多对多”

的关系。与此相关的是，美术馆的信息

传播与推广也必将以双向与多向传播

的新模式取代单向传播的传统模式。

除了以上介绍的之外，其实美术馆

的数字化建设还可以帮助馆方教育人

员以最为高效和快捷的方式，开启与美

术相关的远程教育。观众可以随时随

地通过移动终端获取美术馆针对公共

教育举办的导览、讲座、演出等相关活

动，并形成以“受众”为核心的美育普及

体系。

使研究、收藏更为便捷灵活

数字化美术馆的建立对于收藏、研

究与展览也有很大的益处。首先，馆藏

作品与文献资料的数字化，一方面可以

实现存储空间的压缩，另一方面还可以

使藏品信息反复使用而不至受损，有效

解 决 了 藏 品 的 保 护 与 利 用 之 间 的 矛

盾。更重要的是，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

支持下，全球所有美术馆的文献、图片、

复制品等研究资料都可以通过数字实

现系统化和量化，从而形成一个开放、

互联、共享的虚拟平台，实现研究资料

和研究成果的有机共享。

其次，互联网所衍生的庞大的数据

分析系统，还能够通过网站访问者全方

位的数字足迹分析——包括社交媒体

里的发言、电子商务网站上的交易记

录、移动终端应用程序的互动等等，为

受众打上诸如性别、年龄、行业、收入、

兴趣等身份标签，再通过用户曾经浏

览、点击和停留的网页数据信息统计，

智能化地分析出用户的浏览关注度、喜

好度、广泛度等一系列指标，量身打造

并主动推送相关的展讯、展期信息和学

术前沿动态。数据分析技术的不断发

展和完善，极大地推动了个性化、智能

化美术馆共享平台的最终形成。

此外，从展览策划的角度来看，移

动终端与 3G 技术的结合不仅能够帮助

策展人在第一时间发布策展理念，与观

众直接沟通，获取反馈；它还可以使展

览方在设计布展方案时，使用三维建模

的技术，在电脑中呈现未来展览的效

果。比如湖北美术馆在举办“中德当代

绘画艺术交流展”“再水墨——中国当

代水墨展”等展览时，都充分使用了相

关手段，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相关技

术还可满足策展人在实体展馆无法实

现的策划理想——策展人可以自由摆

放虚拟展馆的任何一件藏品，并且对虚

拟展厅内颜色、布局、灯光任意更换，从

而达到最佳的展示效果，使得更多天马

行空的策展理念得以试验，更加广泛的

跨界与融合也得以实现。

数字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首

先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美术馆管理者

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它还需要大量的

资金、设备的投入，并配备以高素质的

管理和维护人才队伍。把握好数字美

术馆建设这一契机，利用高新科技提升

自主创造能力，拓展美术馆的展示、教

育、研究等功能，就能使美术馆资源发

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作者为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鲁虹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60 周年校

庆展”于 3 月 29 日在中国美术馆开

幕，展出的作品涵盖了几代附中师生

创作的有重大影响的作品。这其中

很多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如孙滋溪的

《天安门前》、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

等，同时展出的还有一部分校史资

料，较为全面地呈现了附中从校尉胡

同到隆福寺、花家地、燕郊的发展史

以及教学理念的变迁。

《路漫漫》的作者之一李天祥先

生感慨：“附中由开办起，一直沿着这

样一种精神，就是坚持真、善、美。这

一点都渗透到骨子里了，你看他们画

得多好！”

央美附中现任校长马刚是 79 级

学生，他仍然记得 35 年前拿着报名

作品和报名表来到隆福寺美院附中

的院里报名的场景。当时，身形高

大、白头发、红脸膛的丁井文校长伸

出大手并握了握他的胳膊；也记得

入学第一天，在传达室门口，赵允安

校长接过他手中的行李，带他进入

了三楼宿舍。正是在这里，他一点

点学会创作，第一张作业是《室内一

角》，“这是附中多少年来坚持的课

程，画你熟悉的屋里的一个角落，通

过观察、画速写，在画面中通过角落

体现人的存在。附中的教学传统注

重现实主义、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现

实中的人。”

附中的 97 届毕业生，目前担任

附中专业教学部副主任的肖进曾是

马刚的学生，她讲到附中言传身教的

传统时说：“三年级时上素描课，画大

卫像，我把所有的细节都很清楚地画

了出来。马刚老师就拿块橡皮往那

一坐，开始一通擦。我很犟，又继续

画回来，反复折腾了好几次。后来想

起这件事，我才知道马老师是让我认

识虚实、主次、整体关系。”

著名画家、附中 67 届毕业生艾

轩说：“那个时候，各种流派还没有进

来，就是老老实实的学院派。当时我们

班的张红年、孙为民、杨刚，画得都非常

精彩。我们当时管这叫‘业务课’，业务

课要是好，心里就比较踏实，目的性

很强，没有别的，就是想画好了，为此

彼此还会相互竞争。我们当时眼光

也比较窄，但是‘窄’带来一个好处，

特别刻苦、特别勤奋。现在，很扎实

的作品很难看到。什么原因？就是

浮躁，流派太多了，受社会上经济的

影响太大了。”

附中的前任校长张为之介绍说：

“在附中的阶段，并不要求学生有自

己的风格，学生和老师都在不同的方

面有所开拓。但如何找到自己？实

际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要找到自

己，把自己发挥到极致就是最好的。”

画家孟禄丁在展览上找到了两幅自

己的课堂作品，分别是 18 岁和 20 岁

所画，同时他把 22 岁和 24 岁的两幅

作品与之放在一起比较，“会感到释

放和解放的状态，会看到艺术语言成

为独立和自由主体的变化过程。”

央美附中六十年
本报记者 徐新芳 实习记者 程澈

日前，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在黄

浦江畔开馆迎客，这是继 2012年龙美术

馆（浦东馆）后，收藏家刘益谦、王薇夫

妇的又一“新作”。作为开馆大展，“开

今·借古”汇集了刘益谦、王薇多年收藏

的约 400 件艺术品，包括备受争议的苏

富比版苏轼《功甫帖》以及 33件瓷器。

据介绍，龙美术馆浦东馆和西岸馆

每年的运营成本约 3500 万元。王薇对

此表示：“除极个别人士捐赠了 100多万

元外，我们没有其它社会赞助，主要是自

掏腰包。当然如果有一些赞助商能够来

支持我们，我相信这个馆会做得更好。

在美术馆事业上，我们都是白手起家，边

干边学。要胜任将来美术馆工作，我们

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学术甄别力，更加

注重未来的艺术走向，更加注重支持有

文化价值含量和语言个性的艺术家。”

开馆展人气爆棚

开馆当天热闹非常，周春芽、喻红、

刘小东、向京等艺术界大腕纷纷到场。

本次展览由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

王璜生担任总策展人，中央美院副教授

曹庆晖和民生当代艺术中心郭晓彦任

联合策展人。他们以艺术史脉络为线

索，将展览分为“古代·当下”“国画·洋

画”“个案·历史”三个板块。

“开今而借古，意寓站在当下，在不

断创造、开拓、实验的同时，把历史作为

参照、对话、挑战和超越的对象。”王璜

生说，其负责的“古代·当下”部分由“趣

对”“妙读”“静观”3个子板块组成，力图

为观者开启一次连通古今的静观与反

思的精神之旅。“我们采取了对部分古

代经典作品与个别当代艺术构成对话

关系的‘趣对’、与现代文本互读共解的

‘妙读’、重视和倡导对古典作品以心互

应、悟对通神的‘静观’这样的展览结构

方式。”王璜生表示，在这样的理念下，

观者在同一展厅里，既能看到宋徽宗的

《写生珍禽图卷》，也能欣赏到于非闇的

《临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

“功甫帖事件”继续发酵

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之时，正是

“功甫帖事件”发展的又一高潮期。就

在开馆的前两天，上海博物馆的钟银

兰、凌利中两位专家在《东方早报》发

表联合署名的学术论文《〈功甫帖〉辨

伪新证（上）》，列举一系列新证，再次

力图论证苏富比拍品“墨迹本”《功甫

帖》为赝品。

刘益谦对此说 法 并 不 认 可 ，但 表

示要等《〈功甫帖〉辨伪新证（下）》面

世后再做具体回应。“……所有本着学

术争鸣原则的见解，都能够使我们更

真 实 地 认 识《功 甫 帖》和 苏 轼 的 书 法

艺术，同时也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国古

代书画艺术的阅读能力，这也是龙美

术馆举办这个展览的用意所在。”《功

甫 帖》特 展 门 口 的 牌 子 上 如 此 表 述 。

而 王 璜 生 也 坦 言 ：“ 把 大 家 的 各 种 观

点呈现出来，我们的意图是把辨别真

伪的权力交给参观者，让大家看完后来

评说。”

“对他们二人缺乏应有的尊重”

龙美术馆自浦东馆成立以来，就伴

随着各种猜测和质疑。但另一方面，也

有 很 多 圈 内 人 士 为 刘 益 谦 夫 妇 抱 不

平。就在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之日，北

京匡时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在微信

中说：“如果刘益谦、王薇是外国人，得

有多少‘有识之士’拿这对夫妻的事迹

教育国内的土豪们。”随后他又在评论

中补充：“社会公众对他二人怀疑、质疑

甚至诬蔑都有情可原。可悲的是很多

艺术品市场中的人也对他们二人缺乏

应有的尊重，扪心自问，他们和一大群

‘土豪’对艺术品市场的繁荣所起的推

动作用有多大？多少艺术家、艺术品经

营者甚至媒体靠这个市场的繁荣改善

了生活？”

刘益谦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收

藏不是说有钱就能做好的事情，重要的

是花钱的态度——你看我 5000 万元买

苏东坡 9 个字，就是买一个精神标本，

而且这个精神标本也要永远给大家看

的。”刘益谦说，建美术馆的前提是不能

带有“利”字，如果想通过美术馆获利，

那是缺乏常识的相法，那可能是 100 年

以后的事情。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4 月 9 日，北大星光美术馆新馆盛典暨“巧夺天工”

国画展在京举行。北大星光美术馆由北大星光集团创立，2013 年成立以收藏

为主的第一家美术馆，此次开馆的第二家美术馆将以展览陈列、学术交流、公

共服务等为主要功能。北大星光集团总裁宋光成介绍，美术馆将秉承“专业、

创新、开拓”的宗旨，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专注中国画艺术，积极打造权威

专业的国画艺术交流平台。

此次开馆展集中展出了张渥、郑板桥、齐白石、张大千等古代和近现代大

家作品，刘大为、冯远、杨晓阳、王明明等当代名家作品以及张见、王冠军等中

青年优秀艺术家的作品。

北大星光集团是经财政部、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综合性传媒集团，此前重

点在传媒、影视领域发展，2012 年成立北大星光集团文化艺术中心，拓展推介

中国书画艺术。

北大星光美术馆推出新馆首展

无题（油画） 侯勇

王璜生：中国美术馆生态仍比较恶劣
目前，中国的美术馆生态仍比较恶劣。国外政府大都以减税、免税的政策来鼓励公众和机构对美术馆进行支持，而中国则是靠官方来支持。因为美术馆

要向政府要钱，所以就使得很多美术馆“官气”十足，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

民营美术馆的长处是人事制度和资金来源、资金使用比较灵活，自主性较强；面临的问题是融资难，享受社会文化资源没有官方美术馆便利。我挺为民营

美术馆担心的，如龙美术馆两个馆都这么大，今后要如何运营下去？是继续不断地自己掏钱，还是其他？当然他们会有一定的商业开发，包括可能会接一些重

要的品牌项目，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成本。但这其实也是很大的挑战，如何把控商业展览的度，使得既有资金的流入又能在保证自己展览高品位运行的同时

有商业运作，这是很有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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