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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纽约的苏荷、巴黎的左岸，相信很多朋友虽然没有去
过，但一定听说过，它们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著名艺术
区。北京 798、上海苏州河、杭州 LOFT49、昆明创库，这些
你不仅听说过，可能还身临其境地感受过，它们是中国艺
术区的代表。艺术区，像是一个时髦的文化地标，吸引了
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也许你不是学艺术的，也许你对艺术
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可是你还是可能会想去这些艺术区
里走一走、看一看，和那些夸张怪诞的现代雕塑合个影，
在工业遗留的气息中喝杯咖啡，挤进那些看不懂的行为
艺术现场凑个热闹，捎回一两件个性十足的创意小品
……看，这就是艺术区的力量!

艺术区，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舶来品，但最近十多
年来，国人对艺术区这个名词越来越熟悉，这大概是得益
于中国城市中越来越多艺术区的兴起和发展，即便是南
昌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在国内尚处中下游的城市，目前都
拥有数个艺术区。那么关乎艺术区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
的问题，在艺术区建设趋于泛滥的今天值得我们深思。

笔者仅以江西为切入点，和大家分享艺术区的前生
今世、相关概念，带领大家走进江西四个主要艺术区看看
它们的发展现状，探讨未来的发展策略。也希望本书能



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越来越多的同行、机构和民众给予艺术区
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因为笔者深信，在科学的规划与管理下，艺术区
的存在与健康发展对于城市艺术生态环境、社会文化事业的作用还
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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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话说艺术区

艺术区是什么? 艺术区的前世又是什么样的? 艺术区

有着什么样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 这些问题或许一直困

扰着对艺术区感兴趣而又不甚了解的人们，在这一章里，这

些问题将得到一一回答!



一 艺术区的由来

1．1 发展历程

在西方国家，很早就有封建贵族阶层邀请艺术家到其位于乡村
郊外的庄园聚会并创作贵族委托的艺术作品的习俗，到后来逐渐演
变为志趣相投的艺术家们三五成群寻找一处远离城市、风景宜人、使
用成本低廉的处所，共同生活并进行艺术创作与交流，这应该就是艺
术区的原始雏形。

最早的现代艺术区形态应该是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纽约的艺术
家自发聚集形成的“苏荷区”( SOHO) 。20世纪 40年代，一大批纽约
的艺术家因为无法支付公寓或写字楼高昂的租金，在纽约的曼哈顿
寻找和发掘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居住地点，一片废弃的轻工业厂房。
经济状况并不优越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将自己的居住空间和工作空
间并置于开敞高大的工业建筑中，并在这种边缘化的建筑空间里，运
用自己的灵感巧妙地分割出居住空间、工作空间、社交娱乐空间等各
种自己需要的功能空间结构，过着一种艺术与生活、工作与居家完美
结合的独特生活方式。大量艺术家与设计师的聚集，使 SOHO 区成
为一个典型的艺术区模式，并逐渐成为当时纽约艺术文化的重要地
标。

到 20世纪 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都普遍发展自己的艺术区，艺
术区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时至当时，仅美国就拥有七十余处
艺术区。在艺术区蓬勃发展、交流频繁的同时，艺术区之间的竞争也
越来越激烈。很多艺术区不再是早期通过艺术工作者自发聚集形成
的无行政管理状态，而是通过相关的政府部门、机构组织寻求经济支
持而规划形成，服务于艺术区发展的官方和民间组织也逐渐在那些
艺术区大规模发展的国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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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例，1992 年成立了“美国艺术区联盟”，简称“ACC”，
1993年成立了“Res Artis 艺术区组织”。这两个组织以本国艺术区
长远发展和国际艺术合作交流为主要内容，组织艺术区之间的经验
交流活动，研究当前发展困难与机遇，改善艺术区驻区计划与管理模
式，使艺术区的格局与形式更符合艺术工作者创作需求和国际艺术
交流合作的需求。

除此之外，世界各地艺术理论研究者也开始对艺术区的发展进
行考察、纪实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法国艺术交流协会针对各
地艺术区现状进行考察后出版发行的《法国艺术区手册》，1997 年
《美国艺术年鉴》中对艺术区的成就纪实，台湾百门汇艺术教育基金
会及专家学者针对国际艺术区进行分类研究后出版的《艺术区发展
方向研究》。

1．2 发展规律

SOHO区的兴衰历程和世界数十年来艺术区的整体发展态势，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艺术区的发展规律和特征。

第一，艺术区多形成于经济较发达、艺术氛围较浓厚的城市。
一般来说，具备较为深厚的艺术历史背景，整体艺术氛围较浓厚

的城市是艺术区最喜爱也最容易扎根生长的地方。由于艺术是一个
交流性较强的人文学科，艺术从业者之间的交流容易引发他们在工
作和生活上的群化状态，小规模群聚逐渐发展至规模较大的艺术区。
此外，区域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也是艺术区形成的重要条件。人的
需求发展呈现的是由低及高的规律，也就是说，只有人的基本物质需
求得到了满足，才会产生精神、文化的高层次需求。这也即是艺术区
为什么主要形成于城市而非农村地区的原因。在农村，由于经济水
平相对落后，对艺术文化的需求必然相对较薄弱，欠发达的艺术市场
难以支撑艺术从业者的基本生活需求，艺术从业者纷纷涌入城市寻
求个人发展。城市，尤其是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城市，其民众的艺术
文化需求较丰富，为艺术从业者及其作品创造了良好的消费市场，为
艺术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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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艺术区受市场经济影响，常呈现始于艺术、收于商业的发
展规律。

市场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在艺术领域也不例外，不少艺术区，尤其
是那些最初由于生活原因和创作交流原因而自发形成的艺术区，由
于艺术而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商业机构的进驻，艺术区的租金与日
俱增，相对较为清贫的艺术从业者难以承受，嘈杂喧嚣的商业环境，
也同样对艺术从业者的创作环境造成严重的干扰与破坏。最终的结
局是，艺术让位于商业，艺术从业者迁离艺术区，另觅栖息地，再度萌
生新的艺术区，并再一次陷入始于艺术、收于商业的无情发展规律之
中。如现今的纽约 SOHO区、北京 798 艺术区，都是这种商业化发展
规律的牺牲品。

第三，艺术区的升级发展需要一定的政府或机构管理机制。
早期艺术区多为自发形成、自我发展，艺术区内的各个艺术从业

者和艺术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因此在遇到商业化困境时，
很少会运用整体团结的力量去寻求对策、解决问题，这也正是一些艺
术区受商业冲击而丧失艺术属性的内在原因。艺术区要健康长期发
展，只依靠艺术区内的无组织状态是肯定不行的，所以需要借助一定
的外力，其中以政府的政策扶持和文化机构的现代管理机制尤为重
要。当然，我们不否认，政府和文化机构的介入会给艺术区发展带来
一定的政治或功利影响，但从长远来看，一定程度、一定深度的规范
性介入确实能够更有效地保障艺术区的健康有序发展。这也正是一
些城市在政府文化政策导向下，借助民间文化机构或商业机构进行
艺术区的规划、兴建和管理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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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艺术区的相关概念

2．1 艺术区的定义

艺术区，从中文的字面意思上理解，就是指为艺术创作而成立的
组织，或因艺术创作而形成的空间区落。在英文中，“艺术区”一般常
用“Artist－in－Residency”“Artist Community”“Art Colony”等几个短语
表示，这些意义相近却暗含差别的短语其实指的是国外艺术区不同
的类别与规模。

同时，艺术区在不同的组织中也有着不同的定义，这也同样表示
出艺术区之间的运作与管理模式的差异。如美国“Res Artis”将艺术
区定义为一个特别为提供艺术家创作所成立的组织，而且必须是个
独立运作的单位体;这个定义表现的是艺术区的普遍性功能，同时强
调艺术区在政治、经济上的独立性。而美国“AAC”所定义的艺术区
则是在一段时间提供工作室和居住空间，让艺术家离开原本熟悉的
环境，而且有专职人员负责运作的单位; 与前者相比，“AAC”更加强
调外来短暂驻区艺术家在艺术区的主体地位，注重艺术家的不断更
换对艺术区发展的影响作用，并将艺术区的陌生环境作为刺激驻区
艺术家艺术创作的重要外部条件。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以及各组织的不同定义，我们可以将“艺术
区”大致定义为，现代艺术工作者基于自我发展需求自发形成的，或
由政府、文化机构、企业为文化发展需求规划、筹建、管理的，以进行
艺术创作为主体的艺术产业聚集地。该定义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
面的内涵:

( 1) 艺术区的主体内容是艺术创作
艺术创作是艺术区这一空间与组织形式区别于其他空间和组织

形式的本质属性，艺术创作应在艺术区的活动内容中占有绝对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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