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2007 年成立画廊以来，千高原致力于

整理西南艺术发展脉络，让成都成为当代艺术第

三城。经过 14 年的发展，千高原已经形成了较为

稳固的藏家群体和深度合作的艺术家资源，面对

2020 年疫情的影响，千高原不断调整工作节奏，

寻求特殊时期的解决方法。关于疫情对艺术市场、

艺术家创作等方面的影响，《当代美术家》与千高

原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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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undation in 2007, A Thousand Plateaus Art Space has been 

dedicated to carding developmental clues of southwestern art in southwestern China, 

making Chengdu the third city of contemporary art. After 14-year development, A 

Thousand Plateaus Art Space has owned a sustainable group of collectors and the artists 

with whom we can have deep collaboration.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pandemic in 2020, 

we have adjusted the working pace to seek solutions in this special period. Contemporary 

Artists  has a dialogue with A Thousand Plateaus Art Space to discuss the impacts of the 

pandemic on the art market and artists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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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疫情下的精神养分——千高原艺术空间访谈
Art Is the Spiritual Nutrition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Interview with A Thousand Plateaus Art Space

石颖  Shi Ying

验感，这些细节都无法感受。我们对线上博

览会更多的抱着宣传的态度，而不是以销售

为目的。不过我们愿意积极地参与线上博览会，

也愿意尝试新的线上艺术品推广合作模式。

当：新冠疫情的巨大影响目前都无法准

确估量，无论是经济方面、社会方面，甚至

是国际关系方面，2020 年将成为历史中重

要的一年。千高原自 2007 年成立至今，建

立了比较稳固的观众群体和藏家群体。疫情

过后，您认为藏家收藏作品的偏好有没有发

生变化？

石：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藏家收藏的偏

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前些年一部分藏家会

关注国外时髦、流行的艺术品。但今年明显

回归到了中国当代艺术本体，也会去了解和

研究我们自身文化传承的、本土滋养出来的

艺术家，今年特别是在拍卖行和展览方面都

有明显变化。比如说前段时间的艺典拍卖、

嘉德拍卖，中国艺术家已大量占据高价位排

行榜，日本、欧洲艺术家的作品比重有所减

少。这跟疫情造成的各方面不便有一定关系。

艺术品除了保值或者升值，应该在自己的文

化语境下找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面，在此

之前也有人讨论这样的话题，只是疫情加快

了这方面的变化。

当：艺博会对画廊的销售成绩占据着

不小的比重。今年千高原参加的艺博会与

2019 年相比有一些变化，这是否与疫情影

响下，线下艺博会活动节奏发生变化有关？

在参加不同的艺博会时，千高原对参展艺术

家和作品的选择是如何考虑的？

石：是的，下半年从 9 月份开始，我们

参加了 7 场线下博览会，包括艺术深圳、北

京当代“明天的艺博会”、南京扬子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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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我们也在思考和探索本身的内部工作。

我们在公众号平台推出了“画事”单元，在

疫情期间跟艺术家对话，挖掘他们创作的根

源，在形式上有文字的对话、视频的采访。

在其中的一篇推文《杨冕：不能让思想停滞》

中，我们去拜访艺术家杨冕工作室，拍摄了

5 分钟的短片，杨冕分享了他的家居日常，

同时还和我们聊了关于艺术家与这个时代的

关系。另一篇“画事”是关于艺术家翟倞的，

我们从《第六支烟》这件作品来介入，这件

作品来自于帕慕克的小说《纯真博物馆》里

的一个片段。我们根据这部小说以及现实中

的纯真博物馆整理了相关的文字及图片，同

时邀请这件作品的收藏者来谈她的感受及对

作品的解读。我们希望从另一个角度探讨艺

术家的工作和背后的故事，这是我们做“画

事”单元的出发点。

当：2020 年上半年，全球范围的线下

艺博会都处于停摆状态，只能以线上展会的

形式与观众和藏家见面。对部分画廊来讲，

线上销售开拓了新的业务方式，如高古轩画

廊的 Artist Spotlight 在线活动，取得了不错

的销售成绩；也有部分画廊认为与藏家面对

面的沟通和交流更为重要。千高原在 3 月参

与了巴塞尔艺术展首届线上展厅，销售成绩

是否达到了预期？目前您对于线上销售和艺

博会的线上展厅抱有怎样的态度？之后是否

会考虑拓展相关的业务？

石：我们 3 月份参加香港巴塞尔艺术展

的销售业绩并没有达到预期。我觉得对于亚

太地区的藏家来说，他们非常注重线下艺博

会的体验感。线上博览会还是没有达到很好

的呈现效果，包括作品的材质、现场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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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高原艺术空间“想象的喜剧——翟倞个展”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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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2020 年初，因疫情原因美术馆、画廊等展

览空间被迫关闭。千高原于 2 月 5 日开始闭

馆，直到 5 月 16 日才迎来了 2020 年的首

场展览“想象的喜剧——翟倞个展”。如果

没有发生新冠疫情，2020 年上半年千高原

的原定计划是怎样的？

石颖（以下简称“石”）：我们原计

划 3 月份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举办艺术家王

川个展，但因疫情变成了线上博览会。同时

4 月初计划在千高原艺术空间举办艺术家个

展，但这些计划都被搁置了。千高原近几年

的工作节奏基本上每年举办约 10 场展览，

同时参加 10—12 场艺术博览会。

当：在展览空间无法开放的 3 个多月时

间中，千高原做了哪些工作？

石：在空间无法开放的期间，首先我们

参加了一些线上艺博会，包括刚才提到的香

港巴塞尔艺术展在线展厅，以及 Artland 的

在线展厅、“2020 春季·Collect+ 艺术周”

的线上博览会、Hi 艺术线上博览会。除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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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021、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影像单

元）、南京国际 NAFI，以及即将在 12 月中

旬参加的广州当代。

在此期间画廊还举办了 2 个展览，所以

我们近期工作内容密集，出差频率也较高，

基本上把整个一年的工作量都压缩在这段时

间了。

我们千高原在成都已经经营了 14 年，

大部分艺术家跟我们的合作关系都保持了

10 年以上。我们更看重艺术家的职业生涯，

会从多维度去推广合作和代理的艺术家，每

场博览会我们的侧重点都不一样。比如艺术

深圳，我们会考虑深圳这座城市的人群结构，

年轻、有活力、有消费力，他们会更注重视

觉及形式感较强的作品。在展览的形式上，

我们会偏向群展。

北京当代“明天的艺博会”是一场小而

精的博览会，考虑到 798 艺术中心的空间结

构，我们更多地思考展览的展出形式。博览

会持续了 6 天，我们在此期间做了 6 种不同

形式的作品呈现，契合博览会“线上 +线下”

的观看结构，以天为基本单位，分为 6 个独

立单元，每天展示一个不同的项目。由此，

博览会的现场空间随着“六天”的时间结构

得到延展。观众无法一次性看到展览的全貌，

却能在现场发现作品特殊的展示状态，并在

线上看到“六天”的全貌。

今年我们第一次参加南京扬子当代艺术

者们更加关注中国本土艺术机构及中国艺术

家。而且在这一年期间，艺术家的创作也有

了很大的飞跃，至少我们画廊的艺术家是这

样的。比如艺术家漆澜，他这一年的作品得

到了非常多藏家及专业人士的认可，作品的

形式感、个人艺术语言、画面形色之间，都

有很大的进步和提升。作品自然得到了很好

的市场回馈。

今年我们没有参加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

会画廊单元，西岸更加注重展览或者艺术的

研究性。我们画廊也有很多年轻的新媒体艺

术家，所以参加了影像单元，今年推出了冯

冰伊和毕蓉蓉两位艺术家的影像作品。

我们在参加艺博会的时候，会从地域、

艺博会的客户群体结构，以及艺博会的定位

这三个方面考虑不同的艺术家和作品来参展

呈现。

当：由于跨境运输和人员出国的难度、

成本增高，2020 年参展国内线下艺博会的

国外画廊数量缩减，不少艺博会与往年相比

总参展画廊数也有减少。在您看来，这对国

内本土画廊来说，是否是新的机遇？

石：这个现象其实我在展位上跟一些藏

家和同行交流过。一方面中国的基数比较大，

而且新兴藏家和家庭消费也越来越多。他们

可能不会像上一代藏家一样去花大量时间研

究艺术家的背景和创作情况，而是更加直接

地在艺博会上购入自己喜欢的作品。因为他

们了解参加艺博会的画廊都是专业的，专业

画廊已完成了一轮筛选和优化，所以说通过

有品质的博览会来选择喜欢的作品，对藏家

来说也是一个保证。当下潮流艺术其实也有

利于艺术品的收藏，比如新入门的藏家或许

从潮流艺术或者版画入手，当他们有更高审

美和需求的时候，依然会选择专业的画廊去

收藏和选购。这可能跟藏家年龄的变化有关，

其实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现象。

今年的疫情让总体经济层面不容乐观，

但收藏艺术品的藏家依然是在的，人们对精

神的需求已经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并不会因

为经济的形势而在精神需求做减法。这也反

映出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提升，无论在

任何时候都需要精神养分。

当：疫情的爆发，给社会生活造成了

巨大的影响和变化，日常生活的差异化和病

毒的肆虐，使不少艺术家重新思考生命的主

题，以及异常化的生活方式给人心理造成的

影响。在您和艺术家沟通的过程中，您认为

他们的创作是否发生了新的倾向和变化？

石：确实是有的。我们 5 月举办的翟倞

的个展，其中有一件作品《6 天》，我曾问

过翟倞这 6 个苹果是怎么来的？他说其实就

是年初他从山西老家回北京隔离的时住在工

作室，冰箱里只有 6 个苹果，这就是他那几

天要分配的食物之一。翟倞觉得疫情其实对

每个人，包括对艺术家的创作都有一定的影

响。

反而我觉得有趣的是，因为疫情艺术家

们的社交少了，其他展览活动少了，他们有

大量的时间专注创作，而且花在研究上的时

间和精力更多，作品也有质的飞跃。或许对

艺术家来讲是好事，有了和自己对话和思考

的时间。

当：今年很多艺术家在隔离期间创作的

作品都跟日常生活，或者生活的空间关系特

别紧密。以后可能都不会再有这种被迫 14

天的时间只能待在一个空间里独自生活的机

会了，这一批作品也由此显得更加珍贵。

石：是的，毕竟艺术家的创作来源于生

活，他们会从敏锐的感知去讲疫情对自己的

影响。我很期待看到这种生活细节对他们创

作产生的影响，更能体现自我化、个体化差异。

当：艺术界的跨国合作已十分常见，来

自不同国家的策展人、艺术家可能因为一场

展览相聚在一起；跨国驻留对于艺术家来讲

也较为普遍。在疫情的冲击后，您认为未来

艺术界的国际合作是否会产生新的形势或变

化？在国际线下社交还未完全开放的当下，

国际合作该如何展开？

石：2019 年 12 月千高原与台北 VT 非

常庙合作，做了一场名为“宏大的事”的新

媒体展，呈现了陈秋林、陈潇伊和冯冰伊的

录像、摄影、装置作品。原本计划今年 6 月，

我们会邀请台湾艺术家何孟娟会来千高原驻

留创作，但因为疫情和其他政策原因，这个

项目暂时被推迟了。我们画廊有区域主管岗

位，这位同事常驻在芬兰，主要负责欧洲市

场和美国市场。她主要的工作是参与海外博

览会对接、艺术品销售，同时也会跟境外美

术馆、策展人和艺术机构沟通，达成双方的

项目交换或互动合作。今年这部分工作都没

办法开展，目前只能通过线上的形式来参与。

比如瑞士巴塞尔 Liste 博览会、巴黎的 Asia 

Now 博览会。这部分的工作虽然没有获得直

接的反响和收获，但我们依然会持续开拓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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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南京是一座文化古都，同时对当代

艺术开始逐渐熟悉，我们会以群展的形式呈

现，而且在视觉感、价位各方面都会考量。

ART021 我们已连续参加 8 年，每年千

高原都在上海展览中心的西一馆W01展位，

今年我们展出漆澜和庞茂琨的双个展。呈现

了庞茂琨老师近一两年的素描、水彩以及大

尺幅的油画作品；漆澜的作品也是他近一两

年完成的新作。整体来说销售非常好，超过

了我们的预期。今年 ART021的人气、买气，

以及体验感可以称得上近几年之最。大家谈

到“内卷”，普遍以为是一种互相厮杀或者

竞争的关系，但对于艺术这个领域来讲，好

像反而是好事情，可以让藏家们和相关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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