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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争《父亲》不如亲民众  

百雅轩：一场风投与画廊的失败联姻   

今日美术馆人事变动

毕加索名作将于 11 月 4 日亮相佳士得 预计拍卖总额 1.6 亿美元

布鲁塞尔 Van Buuren 博物馆十幅画作失窃

据报道，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作为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一年之中“颠

沛流离”，忙于到各地新建的美术馆去撑场子。按照中国美术馆的说法，现

在各地美术馆借展《父亲》的申请已有厚厚一沓，有业内人士认为，以《父

亲》为代表的少数大师名作如此被透支，折射出艺术藏品僧多粥少、美术馆

场馆资源过剩的现实。

2011 年底，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以 6000 万元购入百雅轩 20% 的股

权，原指望推动百雅轩成为国内首家上市的文化艺术品机构，但不料才 1 年

多，这一风险投资与画廊的联姻就宣告土崩瓦解。摆在百雅轩面前的路有两

条，要不就是转型放弃版画做真正意义上的画廊，再有就是继续寻找新的投

资，否则它的前途恐怕生死未卜。

原今日美术馆馆长谢素贞女士提出辞呈。同时，高鹏被任命为今日美术馆执

行馆长。谢素贞从 2012 年 11 月 2 日正式担任今日美术馆馆长，到她离任

馆长，仅仅不到 10 个月。随着 80 后执行馆长高鹏接掌今日美术馆，标志

着今日美术馆最年轻的团队开始挑起今日的大梁。

伦敦佳士得将于 2013 年 11 月 4 日举办著名已故藏家简·克鲁格的私人甄

选藏品拍卖会，预计拍卖总额将有望突破 1.6 亿美元。艺术大师巴勃罗·毕

加索的铁片雕塑《头像》将竞相亮相，估价为 2500 万至 3500 万美元 ( 约

合人民币 1.54 亿至 2.15 亿元 )。

布鲁塞尔 Van Buuren 博物馆丢失十幅画作。据《艺术新闻》报道，这些失

窃的画作包括凡东根（Kees van Dongen）的《思想者》（1907）， 价

值一千三百万美元，还有詹姆斯·恩索（James Ensor）的绘画，这幅作

品曾被认为是梵高之作。盗窃发生在 7 月 16 日凌晨 4 点，博物馆后门被撬开，

附近居民发现了四个男人离开了博物馆。

艺术还诸公众—Lauder 家族捐赠大都会 11 亿美元艺术品

洛杉矶 MoCA 馆长杰弗瑞·戴奇辞职

国美在线宣称“要做别人没做过的事”，将杀入文化艺术品领域

中央美院教授朱乃正 25 日凌晨逝世 享年 77 岁

侯瀚如任罗马 MAXXI 艺术总监

纽约四月，雅诗兰黛家族继承人、犹太裔商人 Leonard A. Lauder 承诺捐

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批估价上十亿美元的早期立体派艺术精品，消息公布

后，满城为之震动。总计 78 件作品中包括 33 件毕加索、17 件 Braque、

14 件 Léger 和 14 件 Gris，均来自 1909~1914 年立体派发展的黄金时期，

也是毕加索与 Braque 密切合作的高峰，其中还包括了 Braque 在 1912 年

将木纹纸融入画面的《果盘与玻璃杯》—立体派的第一件拼接作品。

近日，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LAMoCA）杰弗瑞·戴奇（Jeffrey 

Deitch）向董事会提交了辞呈。戴奇之前是纽约画廊戴奇项目的负责人，

2010 年担任馆长，且一直和其他工作人员存在严重分歧，最终导致博物馆

长期的首席策展人保罗·谢摩尔（Paul Schimmel）辞职，博物馆董事会的

艺术家也纷纷离开。

7 月 23 日消息，接近国美高层的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国美集团电商业务

国美在线将要拓展新的领域，“文化艺术品”。具体可能包括现代字画，甚

至不排除经营古典工艺品、家具、石雕等可能，但具体以什么形式推出和呈

现，暂未透露。

朱先生生于 1935 年，浙江省海盐县人。作为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一批毕业的

油画家，朱乃正早年凭借《金色季节》、《国魂——屈原颂》等作品而闻名

艺坛，同时他的素描人像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影响了一代人。7 月

25 日零时 3 分，朱乃正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 77 岁。

罗马的 MAXXI 近日宣布任命侯瀚如为艺术总监。侯瀚如的新职务将负责

MAXXI 的文化项目：“这家机构是一个探讨艺术创作和社会生活关系之间

的平台。应该也能够成为一个关于优秀艺术创作，建筑和文化的组织，成为

一个新的公共文化实验室。这是重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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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双喜：当下中国的美术理论与评论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宏大叙事，堆砌大词，喜欢搞运动、

追时尚，有不少文章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文化表态和道德裁判。学术研究固然不能脱离社会，亦

应该理论联系实际，为现实服务，但学术研究与理论评论不应该成为社会运动和时尚潮流的解

说员，应该有自己的学术领域和学术品格。美术理论研究和评论中应该拓展文化研究的思想维度，

文化在当代美术理论与评论中的权重性应该得到重视和加强。

@ 朱其在这里：艺术网站上，有关艺术交易的讨论超过艺术本身，参与讨论的多数是没挣到钱的。

真正在幕后挣大钱的，其实都不参与讨论。跟中国经济一样，白领们、记者们天天讨论，其实

并未挣到钱。人家任志强、潘石屹、马云、王石，真正的大鳄都在讨论政治、禅宗、哲学、爬山。

从话题看，当代艺术圈确实精神下降了。

@ 杨卫：艺术家的状态从古到今就是颠沛流离，把一个地方作为家园过于理想化，而是要有自

己的精神家园，带着它去上路，去流浪，也是艺术家的一个宿命。以后艺术家再迁徙，要有一

种自我保护意识，现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在打造艺术区，一些艺术家经常受到邀请，到我们这里

来发展吧，给你房子住，我说要给就给产权，哪怕便宜点买下来，否则新的艺术区起来后，艺

术家可能又会被赶走，重蹈宋庄的覆辙。

@ 杜曦云：“新锐”这样的词是情绪强烈的，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文化艺术是主观的，没有能

让所有人公认的标尺、数据，因为每个人的生存经验、知识结构等是充满差异的。所以，文化

艺术只能谈多元和个人看法。

@ 卢迎华：在这种新组织方式形成的过程中，艺术系统中每个环节的职责和实践方式也经历着

根本性的转变。美术馆从一个权力机构变成了一个同样面对着各种压力、各种美学指标和社会

学指标考量的实践者，也经历着各种自我定义和创作的焦虑。美术馆从一个技术性的机构转向

一个创造性的主体和观念的载体。

@ 沈语冰：与他相比，莫奈、雷诺阿也许只是匠人而已。莫奈、雷诺阿偶尔能画出一两张好画，

但两人匠气过重，莫奈笨重的油彩经常涂了又涂，雷诺阿晚年粉红色胖乎乎无脑子的女子，从

来就充满争议。而马奈很少画过缺乏灵气的作品。

@ 王春辰：深夜天问：我们在准备博伊斯的展览，在编辑他的画册，在读那些国内期刊上的文章，

望着窗外沉沉的夜幕：中国、今天的中国，如果有“当代”的艺术，我们有博伊斯吗？一个类

博伊斯的人，他启动社会神经的人，击中的不仅仅是“艺术”，而是撞击产生它的环境。

@ 皮力：“以艺术和玩笑的名义，我们以次充好，我们纵火，我们做假拍卖，我们在媒体上掩

盖真相，我们鄙视五毛，但是我们雇佣网络水军。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今天的艺术家所作所为

和我们要反对的那个虚伪已经完全一模一样了，而自己却浑然不知的洋洋得意。

@ 彭中天点评：奔向威尼斯的 20 年，是中国当代艺术家放弃民族文化自信，用西方的价值观

和表现手法去迎合、甚至讨好西方审美情趣的 20 年。现在应该是我们用真正的东方语言、中国

元素去和西方对话并影响他们的时候了，这才是当代艺术家的责任与使命！ 

@ 朱其在这里：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进入了没法忽悠的时期，一切都要靠扎扎实实的学术创造，

才可能信服人。什么 8G 或 G8，都是扯淡。艺术的成功标准只有一条：语言的创造，至于你挣

了多少钱，哪怕上亿，都不算真正的成功。如果非要强调这就是成功，那是走火入魔了！或者

说明你想成功想疯了，学术上不行，想靠钱让人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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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 届威尼斯双年展超级看客手记

谁的乌托邦？何种“呈现”？及其他

撰文 _ 刘国鹏

第 55 届威尼斯双年展新闻发布现场

主策展人乔尼（左 1）和获得终身成就奖艺术家马里萨·梅尔兹

谁的乌托邦？

第 55 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百科殿堂”，按照主策展人乔

尼的解释，是缘于 1956 年自学成才的意裔美籍艺术家阿乌里迪一

件乌托邦式的作品草案，即一座试图容纳全世界所有知识成果和旷

世发明的博物馆，该博物馆高达 700 米、分为 163 层，幅员相当

于 16 个华盛顿市的规模，当然，这一意淫式的、带有强烈乌托邦

色彩的作品注定无法实现，1955 年 11 月 16 日，该作品的设计图

纸被永久地保存于美国专利局。

作为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展，“百科殿堂” 的展览宗旨相较以往可谓

大异其趣，即极为强调和突出展览本身的学术维度，将展览变成了

对于艺术家世界的探索和学术考察。因此，主题展的宽容度和参展

作品类型可谓极尽驳杂，既包括当代艺术作品，也包括已成过往的

老作品，既包括专业艺术家的作品，也包括业余艺术家的作品，既

军械库专题展上阿乌里迪的“百科殿堂”缩微模型

获得终身成就奖的艺术家玛利亚·拉斯尼

包括圈内人的从容演绎，也包括圈外人的淡定玩票，

既包括严格意义上的艺术作品，也包括那些给艺术

带来冲击、启迪的其他性质的图像，总之，借助艺

术史的视域来建构一个综合了无限多样性和丰富性

的世界图景。

“百科殿堂”分为两个展场，一个位于军械库，一

个是位于绿园城堡的中心馆。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分

工。军械库的主题展侧重于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组织

展览，参展艺术家在自身作品构造的小宇宙和对妄

想的认识中，从差异性角度阐释了自身与宇宙、个

体与集体、特殊与普遍、个人同所在时代的文化之

间持续不断的张力。其作品类型将当代艺术作品、

历史文物和日常用品不分青红皂白地煲在一锅粥

里。作品的时间跨度上溯 20 世纪初下迄当代。来

自 37 个国家的 150 位艺术家，在“阿乌里迪精神”

的鼓舞下，在此临时搭建起一座“百科全书式”的

博物馆，用以探询图像被用来建构认知的方式，以

及如何赋予我们的经验世界以某种形式。而绿园城

堡中心馆的主题展则强调从心理学的角度进入艺术

世界：在一个日益被外在图像所包围充斥的时代，

我们给人类自身的想象、梦想、幻觉和内在图像留

下了多少空间？与此同时，当世界被图像本身固化

之时，建构对于世界的图像这一企图和冲动又意味

着什么？

虽然外界对于本届专题展不乏批评之声，有的国内

策展人甚至单单从参展作品的当代性和作品质量来

武断地臧否该专题展，但是，个人认为本届主题展

还是相当成功的。

在终身成就奖的评选方面，两位“无生老母”级的

艺术家：玛利亚·拉斯尼希和马里萨·梅尔兹的入

选则多少有些牵强， 除了生理年龄方面的优势之

外，两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家似乎缺乏令人信服的获

奖理由。拉斯尼希虽然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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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建构对于世界的图像这一企图和冲动又意味

着什么？

虽然外界对于本届专题展不乏批评之声，有的国内

策展人甚至单单从参展作品的当代性和作品质量来

武断地臧否该专题展，但是，个人认为本届主题展

还是相当成功的。

在终身成就奖的评选方面，两位“无生老母”级的

艺术家：玛利亚·拉斯尼希和马里萨·梅尔兹的入

选则多少有些牵强， 除了生理年龄方面的优势之

外，两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家似乎缺乏令人信服的获

奖理由。拉斯尼希虽然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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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拉斯尼作品

艺术家之一，曾两度参加卡塞尔文献展，1980 年

曾作为威尼斯双年展奥地利馆的参展艺术家，有批

评家甚至将其和弗里达·卡罗以及布尔茹瓦相提并

论，但这一溢美则未免太过。而梅尔兹虽然是上世

纪 60 年威震江湖的“贫穷艺术”中唯一的女性艺

术家，但其影响力和成就与该艺术团体的领军人物、

至今活跃在国际艺术领域的皮斯特莱托相比，其差

距则何尝以道里计！此外，在当世活着的艺术大腕

当中，类似德国画家基弗，美国极简艺术大师塞拉

都同样可受之而无愧。

此外，在军械库主题展上，阿乌里迪的“百科殿堂”

缩微模型的四个大门上，分别插有美国、法国、英

国和德国的国旗，这一过于暴露的欧美中心主义色

彩，虽然错不在主策展人，而在艺术家阿乌里迪本

人，但是，选择该作品模型作为组织“百科殿堂”

的题眼和红线，不能不让观众质疑这一乌托邦式的

妄想究竟在演绎谁的精神进行曲？迄今为止，人类

世界的文明和精神成就是否应该以欧美中心论的视

野来加以鉴定和取舍？难道，世界各个民族及其文

化类型只有穿过欧美艺术世界的拱门才有资格进入

人类文明成就的伟大殿堂？

何种“呈现”？

就在中国的艺术类网络媒体为中国馆疑似申遗作

品——艺术家胡曜麟的徽派建筑是否有资格进入国

家馆阵营而吵得唾沫横飞之时，人们往往忽略了那

些规模庞大，以“平行展”的名义各自为战、站在

自我立场上既竞争又互补地卖力阐释“中国性”的

中国艺术家群体背后的故事。

本届双年展平行展数量多达 48 个，与上届相比增

加了 11 个，其中，中国策展人组织的平行展就多

达 7 － 8 个，创造了中国艺术家涉足威尼斯双年展

乃至全世界所有重要艺术展（非商业性画廊展）事

以来展览数量和参展艺术家数量的“双高”。

2004 年以来，因资本的投机和体制的松动而杂交

生成的、独特的中国当代艺术生态又合盘打包带

到了意大利。这一艺术生态，带有强烈的暧昧特

征和野蛮气质，既充满了对资本的崇拜，又不乏

对资本的鄙视，融官方和民间，体制内享受薪酬

的艺术家与体制外的独立艺术家于一炉，将彼此

对艺术认知和优劣的争执成功地让渡给另一种标

准，即以商业上的成功衡量艺术家艺术活动的成

就和话语权的多寡。

中国艺术家和平行展中暴露出的不适症中，王林先

生策划的《未曾呈现的声音》犹如一朵硕大的奇葩

显得分外抢眼和妖娆。《未曾呈现的声音》荣膺“奇

葩”的理由：一是展览的自我定位；二是展览组织

本身。

其实，作为一个满怀抱负的平行展，经营和编排本

无可厚非。关键是王林先生的策展定位，让人对这

一规模空前的平行展的宗旨不由得啼笑皆非。在展

览现场的展览实体 LOGO 上，醒目地书写着王林

先生有关本次展览的微言大义——“艺术使中国不

是世界的威胁，请听来自中国艺术家的真实的声

音”。

在王、罗两位策展人的前言和开幕发言中，我们不

难看出“未”展策展人内心强烈的“渴望被认知的

焦虑”和“要求被认同的迫切”，他们试图不遗余

力地向西方艺术界和公众呈现一种所谓的被压抑、

被遮蔽、从未被正视的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面目和

高度写真。

其次，展览空间的极度压缩，也导致作品之间场域

互侵严重。其结果是，一位艺术家的一组作品往往

艺术家马里萨·梅尔兹作品

《未曾呈现的声音》实体 LOGO

任思鸿 《美女马·毕加索》

被另一位艺术家的异质性作品从中割断，如雕塑

家戴耘的两座砖雕作品被另一位艺术家的装置成

功“离间”了；或者，两位艺术家类型互异的作

品被过于“亲密”地并置在一起，从而让人不由

自主地产生一种极度怪异的观感，如艺术家任思

鸿的雕塑《向日葵·梵高》《美女马·毕加索》

就被咫尺之遥的另一位艺术家纪实风格的图片悄

然围困着。

对于“未”展略显“刻薄”的解读，并非是出于

对策展人及其展览的故意刁难，而是因为该展览

为诊断中国当代艺术之疾提供了较为满意的、带

有普遍性的病理切片。中国艺术家、策展人突破

文化、地域、资金的限制，日益频繁地在国际艺

术界展示自己的声音，单就现象本身而言，是一

件不言而喻的好事，但是，在每一次出发之前，

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番，我们是怀着怎样的动机、

心态和作品前去赴会的？无论如何，附加在艺术

之外的焦虑，注定只能在艺术之外得到满足。艺

术始终是无辜的。

荷兰馆 门德斯作品《心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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