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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

精彩展事

本报记者 高素娜

“观·照”：

观照深圳40年变迁和发展
江苏省美术馆

行远及众·中国水印木刻版画文献展

7 月 10 日，由江苏省美术馆主

办，水印版画材料与技术研究文化和

旅游部重点实验室江苏版画院协办

的 2017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

推广项目“行远及众·中国水印木刻

版画文献展”在该馆开幕。

本次展览分为“典藏水印木刻版

画作品展”“木刻版画史料展”“水印

木刻版画邀请作品展”“青年水印木

刻版画作品展”四部分，展出作品和

文献 300 余件。一方面旨在勾勒水

印版画传承发展的历史脉络，另一方

面更呈现出水印版画在当代历久弥

新的生命力和内在精神。此外，通过

整理水印版画的发展脉络，结合各个

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机构、事件、

人物及作品，馆方还拍摄了一部贯穿

于整个展览的纪录片，让观众在观展

时有机会通过纪录片感受水印版画

的历史变迁与艺术魅力。

展览将持续至 8月 10日。

（奕品）

一
片
新
绿
（
版
画
）
吴
俊
发

由深圳美术馆、深圳市摄影家协

会 主 办 的 庆 祝 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 特 展

“观·照——2018 深圳美术馆当代影像

艺术展”正在深圳美术馆展出。展览通

过“对照”“心影”两部分，以百余件摄

影、影像、装置、绘画和老物件，向观众

展现了深圳的历史变迁和都市文化。

“对照”呈现 勾连时代记忆

走进展厅，跨越数十年历史的对

比 照 片 给 人 以 强 烈 的 视 觉 冲 击 。 在

“对照”单元，艺术家何煌友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乘直升机沿深南大道航拍

深圳的一组照片中，可以看到深圳河、

梧桐山、笔架山、深圳市委大楼、华强

北 、香 蜜 湖 、华 侨 城 、沙 河 大 桥 等 景

观；而艺术家郑中健的作品，则是在上

世纪 50 至 60 年代拍摄的宝安县城全

景、深圳戏院、深圳火车站等深圳人耳

熟能详的地方。在这些照片的旁边，

是 2017 年 至 今 摄 于 同 一 地 点 的 当 代

景观照。“我们希望通过上世纪 80 年

代初深圳特区初具雏形的历史影像与

今 天 深 圳 大 都 会 的 面 貌 进 行 强 烈 对

比，直观地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深圳

这座移民城市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与成就。”深圳美术馆馆长、摄影家

张燕方说。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张燕方与

另 一 位 摄 影 家 赖 雅 君 通 过 梳 理 和 研

究，以老照片中标志性的建筑和景物

为参照，选取同一地点、同一角度，运

用无人机等最新设备进行拍摄。这些

对比鲜明的摄影作品不仅是一个时代

的记录和缩影，也是一部时代的变迁

史和发展史。除此之外，不少被使用

过的老物件以及深圳城市特有的生活

方式，如曾经特色鲜明的公交站牌，大

量的建筑工地上的防护围布等也从视

觉、听觉、触觉，全方位地勾起深圳人

对这座城市的丰富记忆。“观众可以从

中看到时光的荏苒、城市的变迁、思想

的 解 放 、品 味 的 提 升 和 心 灵 的 成 长 。

在高楼大厦的背面，是历史，是人文，

是精神的力量，城市的精神遗产灌注

到血脉里，导引一代代深圳人砥砺前

行 。”本 次 展 览 学 术 主 持 韩 望 喜 说 ，

“观·照”一个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正是

此次展览的主旨所在。

“心影”记录 人与城市发展

除纪实性摄影作品外，策展人游江

在“心影”单元邀请了余加、朱黎、陈宗

浩、柏志威、郭维孪、赖雅君、谭喜志、

谭喜强等深圳本土设计师、建筑师、艺

术家以及市民，结合自身在深圳的生

存体验，以绘画、影像、装置等艺术手

段，向观众多角度展现了深圳的快速

发展。

如在建筑师余加的作品中，她挑选

了当下城市中常见的施工防护围布作

为创作材料，从结绳记事的理念出发，

将这一媒介进行艺术化组合，呈现出

重重叠叠、纵横交错的视觉效果。可

以说，余加通过最为普通的、单纯的而

又意味深长的材料表达了对城市景观

背后建造者的歌颂。再如设计师柏志

威的作品，他从自己在深圳成长的生

活经历出发，提取有深刻印象的历史

图像，通过影像装置的方式进行艺术

化呈现，让一个个鲜活的、具有时代印

记的图像在个人经验中得到放大和表

达，从个体的层面展现了人们在城市

飞速发展过程中，心理、思想和观念等

方面的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还邀请了陈宗

浩、谭喜志、谭喜强三位深圳市民。他们

都居住在深圳的蛇口，几十年来坚持在

工作之余潜心于艺术创作和表达，取得

了很好成绩。前者以蛇口为中心，拍摄

了大量珍贵照片，用镜头记录了改革开

放以来深圳城市景观的巨变；后者谭氏

兄弟则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开始对蛇

口的街道和标志性建筑进行写生，用大

量的速写作品记录了蛇口地区的发展

和变化。

“‘观·照’其实是一次通过城市景

观发现自我、直面自我的过程。‘观’既

是眼之观，也是心之观，‘照’是一种记

录，一种借助手段的投射，也是心灵的

对照。深圳是一座梦想之城，它的城市

建筑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怀揣梦想的人

而具有了温度和文化。”游江说。

运用馆藏 讲述深圳精神

作为深圳市重要的文化艺术机构

之一，近年来，深圳美术馆组织了大量

的优秀展览项目，并通过公教教育、馆

校联合等方式为市民和中小学生提供

艺术普及。同时，深圳美术馆也一直注

重自身藏品的建设和特色，经过多年努

力，积极地完善新中国成立以来深圳城

市发展的历史图像谱系，对于研究深圳

历 史 与 文 化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价 值 和 意

义。此次展出作品即有许多来自深圳

美术馆的收藏。

据游江介绍，深圳美术馆收藏有

300 幅拍摄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

的纪实性摄影作品，均来自于深圳海

关的工作人员郑中健。他从 1950 年起

在九龙海关（现深圳海关）从事摄影工

作，在工作期间拍摄了大量以深圳（宝

安）为题材的照片。“这些作品将时间

定格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20 年，题材丰

富，视角独特，既有城市建设方面的场

景，也有社会活动的记录，可以说填补

了深圳早期纪实摄影的空白，十分有

意义。”游江说，在此基础上，深圳美术

馆还收藏了何煌友拍摄于 20 世纪 70

年 代 至 80 年 代 的 深 圳 纪 实 摄 影 作 品

247 幅 。 何 煌 友 生 于 深 圳 横 岗 ，1970

年从部队转业至宝安县文化馆专职从

事摄影工作。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深

圳人，几十年来他饱含热情，用镜头记

录下了改革开放前老宝安县的城市建

设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在摄影还不普

及的年代，用镜头记录下了深圳城市

发展的各种变化，为深圳留下了很多

珍贵的图像记忆。

“此次展览通过 影 像 的 方 式 对 深

圳 40 年 来 的 发 展 变 化 进 行‘ 观 照 ’，

一 方 面 突 出 深 圳 今 日 的 繁 荣 是 每 一

位来深者用汗水共同浇筑的，他们用

专 业 和 敬 业 共 同 成 就 了 这 座 城 市 的

和谐与繁荣；另一方面凸显了深圳区

别于其他城市的鲜明特点，这就是在

城市飞速发展进程中，深圳所展现出

来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深圳精神’。”游

江说。

广东美术馆

笔墨纸砚——格式与想象

日前，“笔墨纸砚——格式与想

象”在广东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由

广东美术馆主办，通过“笔墨纸砚”回

归到对工具和技术的关注中去，在探

讨“笔墨纸砚”的流变中，重申工匠精

神的意义，同时以此重思当代语境下

的“文人”身份和传统文化建构问题。

在艺术家选择和呈现形式方面，

本次展览打破了单一的方式，邀请艺

术家、匠人、收藏家共同合作，营造新

式文人空间。展览学术主持、广东美

术馆馆长王绍强介绍，受邀参加本次

展览的不仅有史金淞、郭工、武艺、靳

卫红、王犁、秦艾、单鼎凯、秦修平、施

立刚、鲁大东等当代水墨、书法的实

践者，还有文人工具的制作者如李小

平、贡斌、伦少国等工艺家。此外，展

览还向刘山、林瑞毅等藏家、机构借

展了文人空间的物件及陈设。

这种“笔墨纸砚”及文人书房整

体场景的呈现方式，在强调考古现场

整体保存的文博类展览中已不鲜见，

但将这一形式置于美术馆当代水墨

的展览空间中，无疑呈现出一个更加

鲜活的、行进中的当代文人生活的完

整场域。 （木木）

沉醉（国画） 2016年 靳卫红

重庆美术馆

桃花盛开——2 0 1 8 首届中国版画作品展

7 月 11 日，“桃花盛开——2018

首届中国版画作品展（重庆巡展）”在

重庆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汇集了

86 位当代中国版画界最具代表性和

影响力的版画家代表作和新作 100

余件。展出作品风格各异，版种齐

全，其中 90%的参展艺术家曾在全国

美展、全国版画展和国际展中获奖，

有 26 位是金奖获得者。江碧波、戚

序、康宁、戴政生、邵常毅、李仲等多

位重庆版画艺术家的作品也在展出

之列。有近 10%的作品是重庆艺术

家创作，也体现了重庆的版画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还特邀陈天

然、江碧波等老一辈版画艺术家的

12件经典作品荣誉展出。

据 悉 ，重 庆 是“ 桃 花 盛 开 ——

2018 首届中国版画作品展”继江苏

大剧院首展后全国巡展的第一站。

展览将持续至 7月 29日。 （美周）

希望的田野（版画） 2017年 贺昆

建构美术馆管理的理论系统
郑工

《美术馆事业管理的实践》

韩利诚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 0 1 8 年 5 月

深圳美术馆馆藏郑中健摄影作品展览现场

赖雅君互动影像作品展览现场

21 世纪 ，中 国 开 始 进 入“ 美 术 馆

时 代 ”，不 论 是 美 术 馆 的 数 量 还 是 质

量 ，都 大 大 超 过 之 前 任 何 一 个 时 代 。

比 如 江 苏 省 美 术 馆 的 老 馆 和 新 馆 两

处 展 馆 建 筑 ，新 馆 具 有 国 际 标 准 和

时 代 特 征 ，在 规 模 和 功 能 上 远 胜 于

老 馆 ，但 老 馆 却 是 近 代 中 国 第 一 座

国 立 美 术 馆 ，建 于 1936 年 ，由 建 筑 师

奚 福 泉 设 计 ，见 证 了 中 国 现 代 文 化

和 艺 术 发 展 的 历 史 ，在 改 造 提 升 后

定 位 为 陈 列 馆 。 而 2005 年 10 月 开 馆

的 宁 波 美 术 馆 ，由 获 得 普 利 兹 克 奖

的 中 国 建 筑 师 王 澍 设 计 建 造 而 成 ，

其 建 筑 外 观极具当代性，功能也较为

完备。

21 世纪的建筑师们在设计美术馆

时，更倾向于其形象的独特性，营造奇

观，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同时，注重改

变建筑内部的空间，从单一、清晰的结

构关系中走向一种戏剧性的表达，即

在展示与陈列之外，可以容纳各种表

演或参与性的活动，毕竟美术馆是一

个公共场所，在某种意义上说，空间关

系的改变更为重要。

当然，建筑外观与内涵空间也具有

某种必然的一致性，当人们进入某一

公共空间、获得某种观看的自由及多

样的审美体验时，实际上有一整套管

理体制在发挥着作用，维护着公共秩

序。在任何一个公共场所，秩序都是

第一位的，而维护秩序依靠的就是管

理。美术馆的管理是维护并提升美术

馆空间质量最重要的环节，也可以说

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建设。任职宁波美

术馆馆长多年的韩利诚，就用了五年

时间撰著《美术馆事业管理的实践》一

书，值得一读。

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最主要的原因

是现在过于注重美术馆的硬件设施而

忽略了管理层面的问题，注重建筑的

文化景观而忽略空间在运营管理过程

中各种细节所造成的意义改观。同样

一个空间，组织者的管理方式与经营

理念直接决定了其性质。我们常说，

美术馆是一座城市或区域规划发展的

观念载体，这就意味着美术馆并不是

空洞的方盒子，而是被人的观念所引

导并充实着的思想空间，这也许不是

因为某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与能够感

受这座城市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人

有关，这些人有着极其活跃的创造性

思维，且有前瞻性。建筑师提供的是

硬件，管理者提供的是软件，能够活化

空间，活化空间中所有的物件，从建筑

到展品，再到进入空间的所有人。可

以说，美术馆管理者的决策可以影响

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文化的生成是

不断累积的，美术馆更像是一个孵化

器，即通过各种展览及公共教育活动，

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传承历史文化

并生产新的知识。当然，如果管理不

当，便会有负面的作用。所以，韩利诚

的写作让我们看到管理者以及管理方

式存在的意义。

韩利诚是美术馆管理的实践者，也

是美术馆 管 理 工 作 的 研 究 者 。 这 本

书 不 但 有 他 切 身 的 管 理 经 验 ，更 让

我 惊 奇 的 是 他 的 学 术 敏 感 ，即 能 够

从 宁 波 美 术 馆 的 建 筑 中 捕 捉 与 当

代 艺 术 有 关 的 许 多 信 息 ，从 而 将 美

术 馆 的 馆 藏 工 作 与 展 览 及 公 共 教

育 活 动 都 集 中 在 当 代 问 题 上 ，集 中

到 空 间 问 题 上 ，有 了 文 化 的 聚 焦

点 。 最 有 意 思 的 是 关 于 当 代 与 本

土 的 文 化 问 题 ，如 宁 波 美 术 馆 举 办

的“ 宁 波 当 代 艺 术 三 十 年 回 顾 展 ”，

韩 利 诚 提 出 了 四 个 问 题 ，问 题 的 中

心 就 是 中 国 与 世 界 、当 代 与 本 土 的

文 化 关 系 ，并 试 图 通 过 这 一 展 览 梳

理 当 地 的 艺 术 事 件 与 人 物 ，从 而 给

三 十 年 的 艺 术 探 索 提 供 详 实 的 案

例 。 当 代 美 术 馆 的 展 览 绝 不 仅 仅

是“ 陈 列 ”这 一 初 级 的 概 念 ，也 不 停

留 在 向 过 去 回 望 的 经 典 性“收藏”的

概 念 ，而 是 强 调 其 公 共 性 ，突 出 公 众

的“在场”及“参与”意识。

策展人的问题意识，以及管理者对

美术馆经营的文 化 理 念 ，包 括 他 的 文

化定位，对美术馆的学术形象及其发

展 方 向 都 起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 如

果 说 王 澍 在 视 觉 上 给 宁 波 美 术 馆 构

筑 了 一 个 当 代 形 象 ，那 么 ，韩 利 诚 则

在 大 众 心 理 上 建 构 美 术 馆 的 当 代 意

识空间。本书的写作也是如此，从本

土出发，寻找有中国特色的美术馆管

理 方 法 ，并 建 立 一 套 基 本 的 理 论 框

架 ，是 他 的 目 标 。 由 此 ，韩 利 诚 的 学

术视野更为宽阔，关注国际范围内各

美术馆的有益经验，旁征博引又不夸

夸其谈，深入调查，收集相关数据，体

现 出 一 位 学 者 严 谨 的 治 学 态 度 。 如

书中谈及的美术馆志愿者工作，就是

在调查了 24 家国内美术馆的基础上，

分 析 这 一 社 会 群 体 的 知 识 背 景 与 构

成 情 况 ，得 出 了 相 关 的 比 例 数 据 ，同

时也关注到这一群体的不稳定性，继

而 统 计 了 其 流 失 率 。 这 些 数 据 所 体

现 出 的 问 题 不 是 美 术 馆 展 览 活 动 的

一项补充性内容，而是与中国社会的

整体经济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

关系，值得深思。

21 世纪的美术馆事业方兴未艾，

美术馆的管理尚在具体的实践阶段，

理论性总结较为缺乏，更谈不上系统

的建构。所谓的系统性，即从美术馆

的经营理念、管理规范、人力资源、制

度建设，以及社会功用等方面进行论

述，探讨如何通过美术馆的各项活动

直接介入当代美术批评，提高公众的

认知度，进而完善评价机制。总之，美

术馆管理的实践性很强，必须要有一

套理论为依据。韩利诚的这本书，探

讨了美术馆的营运与管理模式，有一

定 的 系 统 性 ，更 具 有 规 范 性 ，便 于 操

作，可谓开卷有益，对于目前美术馆的

管理工作人员，应该有所启发，且具有

较高的参考价值。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

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