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多平台联动共振，构建川美青年艺术生

态系统

本次云论坛以“四川美院青年艺术家驻

留计划回顾展”为契机，继而生发了关于青

年艺术生态中各个不同角度的话题讨论。在

第一场对谈中，四川美院美术馆馆长何桂彦

首先介绍道，“川美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从

2013 年起至今已走过了八年的时间，‘辟

新·更生——川美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回顾

展（2013—2020）’对这段时间的艺术家

创作进行了回顾与梳理。自 2019 年开始，

该计划由川美美术馆接管，并实行策展人制

度，希望通过美术馆为年轻艺术家搭建交流、

展示的平台，让他们受到更多国内评论家、

艺术机构的关注。”同时何馆长还提到，美

术馆计划联合“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明

天雕塑奖”“罗中立奖学金”“重庆青年美

术双年展”四个青年艺术项目，促进多种要

素的碰撞融合，实现各项目平台的联动共振，

共同构建四川美院青年艺术生态系统。

广州美院美术馆副馆长胡斌介绍了广州

美院美术馆策划的社区美术馆等广东地区的

艺术驻留计划，同时他表示，“希望川美青

年艺术家驻留计划能够和全国各大院校、珠

三角的驻地计划联动起来，建立一个更有效

的、更长远的互访、互相交流机制，使两者

之间生态的对话更加强烈。”

四川美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尹丹发言

说，“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给川美的当代艺

术创作带来了很重要的助推力，培养了很多

今天在艺术圈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家，这是

四川美院几十年来在当代艺术领域投入很大

精力的一个结果和红利。”

作为第一届川美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的

入选者，以及‘辟新·更生——川美青年艺术

家驻留计划回顾展（2013—2020）’策展

人之一，四川美院造型艺术学院教师王鹏杰

介绍了展览的四大主题版块，他说：“艺术

家在驻留期间和所有的状态都停留在所谓辟

新和更新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希望开辟出新

的道路；另一方面希望通过不断反思更新自

己的审美、观念，来提升自己所创造的价值。”

二、青年艺术群体的探索与蜕变

讨论中国青年艺术不可回避的时期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其中最核心的现象或

特征则是青年艺术群体。本次论坛第二场对

谈以青年艺术群体为主题，回顾了 1980—
1990 年期间青年艺术家群体的生存状态与

创作历程，为今天的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与思

考方式提供新的思路。  

关于青年艺术群体的特征，论坛嘉宾天

津美院副教授高岭说，“20 世纪 80 年代的

艺术群体首先是有强烈的地域性；其次这些

群体不以物质性的现实功利为目的，而是怀

抱一种人文的理想主义聚集在一起。”四川

美院教授俞可认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产生多

个艺术群体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突如其来

的社会转型给了年轻一代的青年艺术家极大

的冲击，需要集群去抒发自己的理想。另外

一个原因是延续过去集体创作的方式，例如

最典型的群体创作作品《收租院》。同时，

俞可教授补充道，“我们在讨论 80 年代的

艺术群体时，还应该关注群体之外的艺术家

以及艺术现象，比如宋东、徐冰、蔡国强等。

此外，艺术市场是艺术生态里面非常重要的

环节，20 世纪 80 年代艺术市场的体验也许

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可认识的基础，也是青

年艺术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四川美院美术馆何桂彦馆长将青年艺

术群体发展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民间非体制

的自发阶段。“星星美展”直接影响了第二

个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青年艺术群体井

喷式的发展。这个阶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

点，年轻一代评论家开始参与介入，这些评

论家虽然跟艺术家都差不多的年纪，但他们

手里面大部分掌握许多媒体资源。第三阶段

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进入后艺术群体化的

阶段。圆明园艺术聚集区、以中央美术学院

为代表的新生代、20 世纪 90 年代的东村等

是该阶段值得讨论的群体。2000 年以后政

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个阶段有了商业化的逻辑背景、美术馆时

代带来的各种机遇以及职业艺术家身份等新

的特征。

讨论当下艺术群体的发展与变化时，俞

可教授表示，“美术馆和画廊在今天的艺术

生态里仍然是主导者，好的画廊会把艺术家

聚集在一起，整合媒体、策展人、批评家，

他们的艺术家要定期聚会，群体被隐形了。

我觉得艺术这个版块可能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力量的构成，我们要占领哪一个地方

的时候，群体仍然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因

为艺术生态开始专业化了。”何桂彦馆长则

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如果还是自发，到

了 85 新潮美术的时候，话语权在几个核心

的评论家和艺术群体组织者手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个推动权或者话语权是在

策展人手里，但是 2000 年以后，在金融危

机没有来之前，这个推动在美术馆馆长手里，

在 2008 年以后金融危机时代，就在超级画

廊的手里。”

三、青年艺术生态的未来新可能

论坛的后五场对谈以青年艺术生态为主

题，分别从批评与策展、当代艺术写作、收

藏与推广以及青年艺术家的创作逻辑与未来

发展五个不同维度展开深入讨论。

1. 批评与策展。

对谈嘉宾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王林认为，

“理论思想、方法、知识储备是策展人最重

要的一个素质部分，策展不能变成一种纯粹

的操作性的活动，必须要有问题的意识来支

撑，同时包含反思性与批判性的视野和独立

自主的学术精神。”四川美院副校长焦兴涛

表示，“我认为可以更多地从艺术世界外部

来看待策展和批评，这两件事情对这个世界

与社会具体发生的联系方式，除了通过艺术

制度和艺术世界本身起作用之外，有没有更

多的可能，这可能其实是我在展览和相关艺

术项目中比较关心的话题。”“北京当代”

艺术博览会艺术总监鲍栋先生认为评论和策

展的身份是历史化的，是在历史中出现的，

并且会在历史中消亡。策展的工作和策展性

的思考已经泛化到所有的艺术工作者身上去

了，他们和具体的艺术生态关系越来越弱，

变成一个策展人圈子的知识竞赛，我们有时

候叫做所谓的“知识生产”。

2. 青年艺术引发的当代艺术写作。

关于青年艺术引发的当代艺术写作对谈

邀请了北京工业大学青年教师高远、四川美

院通识学院青年教师匡景鹏、四川美院艺术

人文学院李庚坤参与讨论。对话先从青年艺

术的概念入手，强调了青年艺术的先锋性、

前卫性与反叛性。同时几位嘉宾谈到一个共

性，青年艺术不是一个年龄问题，是一种价

值取向，为整个社会提供不同的视域和可能

性。对谈后半部分还讨论了当代青年艺术受

制于展陈系统和机制，青年还有怎样的可能、

何以使青年更青年、艺术史是叙事的泛化，

青年艺术家应该以怎样的逻辑开展自我的工

作方式等相关问题。

3. 青年艺术的收藏与推广。

在青年艺术的整个生态中收藏与机构的

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推动生态可

持续地发展的重要动力。对谈邀请了站台中

国负责人陈海涛、青年艺术 100 总监彭玮、

常青藤计划发起人姜大方就青年艺术收藏标

准与大众审美趣味、中国青年艺术收藏的几

个重要时间节点、收藏青年艺术的藏家类型、

青年艺术推广与当代文化格局等问题进行了

讨论。

4. 青年艺术家的创作逻辑与未来发展。

围绕青年艺术的创作与未来发展方向论

坛邀请了《当代美术家》执行主编韩晶、四

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青年教师沙鑫、艺

术家张有魁、艺术家张钊瀛、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馆学术部主任林书传、中国美术学院媒

体城市研发中心策展部主任宋振熙、上海公

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理论工作室

研究员姜俊等嘉宾共同参与对话。

在互联网、大数据、智媒体的当代文化

语境中，青年艺术家对现实环境的感知体验、

社会关注视野、创作媒介表达方式、技术手

段已发生转变。当代青年艺术家不仅是旁观

者，更是参与者，青年艺术家需要不断地重

塑现代性，在当下既定的艺术史逻辑中发现

有效的问题，在面对当代的场域中构建有效

的创作方法，形成自我的艺术语言体系与表

达创作逻辑，构建自我主体的的认定、反省

与批判意识。

摘要：作为四川美院美术馆年度学术项目，“一

次现代主义与当代艺术视域下的对话：四川美院美术馆

2020 青年艺术·云论坛”以在线直播的方式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至 30 日举行。云论坛由 7 场主题对谈、10 场

学术讲座构成，邀请 30 余位批评家、策展人、艺术家

作为嘉宾，立足于关注和扶持当代青年艺术家的艺术实

践，坚持以学术为主导，深度发掘和推广由青年艺术家

创作所形成的新趋势、新方向，围绕“青年艺术”现象

展开一次现代主义与当代艺术视域下的对话，内容涵盖

了川美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20 世纪 80—90 年代青年

艺术群体以及青年艺术生态各个方向维度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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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annual  academic program, “A Dialogue between 

Modernism and Contemporary Art:  Review on 2020 Young Artists ·Live 

Forum of Art Museum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was held on May 29-30, 

2020 by means of broadcasting live online. Aiming to support contemporary 

young artists’ art practice and insisting on being academic-oriented, this 

l ive forum, which includes 7 thematic dialogues,  10 academic forums, 

invited more than 30 critics, curators and artists as the guests to discuss the 

phenomenon of “youth art”, with the topics of the Young Artist Residency 

Program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the group of young artists in the 

1980s—1990s and young artists ecology, exploring and promoting the new 

trends and orientations of young artists’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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