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地域的视角出发——吕澎访谈
From the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Interview with Lv Peng

吕澎  Lv Peng

摘要：1992年，吕澎策划了“广州九十年代首届艺

术双年展（油画）”，在中国首次提出了双年展的概念。

而后，他策划的2011年“物色·绵延——成都双年展”、

2017年首届“安仁双年展”都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关

于双年展与举办城市的文化联系、与观展公众的互动关系

等话题，吕澎与《当代美术家》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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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v Peng curated Guangzhou·The First 1990s’ Biennale Art 

Fair (Oil Painting),  which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biennale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wards, 2011 Chengdu Biennale, 2017 Anren Biennale curated by Lv 

Peng have received good social reviews. Contemporary Artists interviewed Lv 

Peng on topic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biennale and the city culture, and its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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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1992年，您策划了广州双年展，这次双年

展是中国艺术市场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当

时国内对艺术市场还未形成明确的概念，您

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尝试将艺术与市场接

轨，对此您是如何考虑的？当时的中国当代

艺术，具备应对市场的条件吗？

吕澎（以下简称“吕”）：当年我是

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事实上，这有一个比较

复杂的背景，当时当代艺术的活动并不太好

举行，1989年之后，艺术展览的情况很不

稳定，不像今天有时候一个月几十场、几百

场展览，那时一个展览也没有。广州双年展

被认为是面对市场，目的是艺术交易，但是

这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让当代艺术与市场

接轨，我们当然想，可是这在当时是一个空

想。当年的市场说法更多的就是一个借口，

一个托词。我们说广州双年展面对艺术市

场，目的就是把展览做起来。所以为什么举

办地选在广州，因为广州商业化发展程度比

较高，相对比较发达。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内地，准确地

说，还不具备条件。当年我们之所以说广州

双年展面向艺术市场，因为国家当时大力发

展市场经济，那个时候也才刚刚使用市场经

济的概念，之前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以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借政策性的这种空气，

策略性地努力让展览实现落地。

当：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不仅是中国

第一个当代艺术双年展，也是民营企业家第

一次投资大型艺术活动。企业家的支持，至

今也是国内外双年展资金来源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您觉得企业家们希望通过对艺术活动

的资金支持中获得什么？

吕：我不知道其他的活动是什么情况，

严谨来讲，据我所知，我觉得广州双年展可

以说是最早的一次。企业能投资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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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当然是赚钱，要是不能赚钱，那就不会

做了。至于具体到某一位企业家，或者说随

着时代的变化，他们的初衷和目的有没有什

么变化，这就要看每个人了。因为每个人的

出发点不一样，但是大致都差不多，不会有

太大出入，不赚钱的事企业肯定不会去做，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们说的一般意义的国际性双年展

是没有直接回报的，都是用钱，没有谁奢望

靠双年展赚钱。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是一个

民间的投资行为，现在双年展大部分都是国

家出资支持，比如广州三年展、上海双年展

都是国家拨款，华侨城出资的安仁双年展，

也是出于带动地区宣传的作用，本身没有赚

钱的目的。双年展本身是没有盈利的，只不

过靠这个来吸引一些其他盈利的可能。 

当：您觉得目前国内的双年展活动该如

何保证资金的稳定？

吕：这就要看政府、企业和其他出资方

如何协调了。双年展对举办的城市、地区有

好处，谁拿到这个好处谁就来拨款。比方说

对涉及到的领域、城市有好的品牌影响，又

能带动消费，那自然就有人掏钱。所以理论

上讲政府会愿意出资，因为它对城市有好

处。或者开发商出资主办，目的就是把这

个区域发展好了，能更好地销售楼盘。所

以，这要看每个人的目的。

当：2011年，您策划了成都双年展

“物色·绵延”，这届双年展吸引了28万人

参观。您认为双年展能吸引如此多观众的原

因是什么？ 

吕：2011年的成都双年展观展人数很

多，“十一黄金周”期间就有近20万人参

观。有如此多的观众，原因是方方面面、很

复杂的。首先，宣传做得很到位，就算展览

再有意思、作品再好，别人都不知道，怎么

会来呢？2011年成都双年展的规模也很大，

除了“物色·绵延”当代艺术展，同时展出

的还有建筑展和设计展，吸引了不同领域的

观众，而且展览质量好。这些多方面的原

因，吸引了这么多的观众。

当：2011年的成都双年展不仅是一场

艺术盛宴，也是大众的狂欢，为成都在中国

当代艺术版图中的知名度更提升了一个台

阶。大众是否广泛参与是您策划双年展时会

考虑的因素吗？

吕：当然要考虑，如果没人来看，那就

算不上是成功的双年展。

当：2017年的首届安仁双年展，是成

都地区的又一双年展盛事。但与成都不同的

是，安仁作为一座古镇，与当代艺术的联系

并不紧密。您认为在安仁能够成功举办双年

展的条件是什么？

吕：我觉得这也是很复杂的。宣传肯定

起了很大作用，展陈的设计、形象的宣传，

对双年展本身的形象都有推动的作用。首届

安仁双年展的主题也有意思，因为安仁是个

古镇，所以主题搞得有历史感和时间性。

但我觉得并不存在地区或城市的办展

条件，在农村也可以办双年展，很落后的地

方也可以，这不应该有文化上先进与否的划

分。展览说到底就是文化艺术活动，城市可

以有文化艺术活动，村庄当然也可以有。所

以举办的地点不是问题，问题是办出来的

东西是给谁看的，有什么作用，这才是最

主要的。

当：您策划了广州、成都、安仁的双

年展，也参与了银川双年展的工作。这几

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社会氛围都不尽相

同，衍生出了不同的双年展主题。您在策

划双年展时，如何平衡在地文化和双年展

Special Topics
话题

3

首届“安仁双年展”现场

2017

4

第二届“银川双年展”现场

2018

#3 #4

16 17



主题的关系？ 

吕：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比如上

海就比较国际化，但是国际化也不能让人

看不懂。双年展还是要针对城市，针对城市

文化、城市的历史去思考问题，在哪个城市

做，就应该有哪个城市的关联因素，不要搞

成少数人的艺术。其他展览可以做私人艺

术，但双年展不能，还是要讨论一些大家关

心的主题，这个主题也许跟这个城市、跟大

家的文化习惯都有关系。当然这不是说双年

展非要搞成很地方化的，而应该是这个地方

怎么看世界的问题。

世界是个很抽象的概念，巴黎、意大利

或者美国的某一个城市都不能代表世界，但

它有它的观看方式。假如你在荷兰鹿特丹那

座小城市策划一场展览，它也应该是鹿特丹

的视角，不会是一个世界的视角，但是展览

应该是关于世界问题的。核心问题是事情做

得好不好，这个要求很具体，具体到展览的

主题、选择的艺术家等。

当：作为策展人，您认为双年展的主

题，与普通展览相比，考虑的因素有何

不同？

吕：其他展览的主题还是比较偏学术

的，稍微更明确一点。双年展是比较综合

一点的，考虑的因素会更多，比如城市的定

位、观展的人数、公众对展览的理解程度、

层次的需求等，都要综合考虑。

当：您见证、参与了中国当代艺术双年

展的发展，您觉得是否可以将其分为几个不

同的时期？

吕：实际上很难分，这需要一个一个

的个案研究，上海的、成都的、广州的、北

京的……要研究个体，不能做一般意义的划

分，说哪一年是高峰期，哪一年又是低潮，

这不能说明问题。不能这么简单地去研究，

国内有的双年展甚至可以说是垃圾，但是

也可以去研究垃圾，研究为什么会有这种

垃圾，从而发现问题。但是不能说它代表

了一个时期或者一种趋势。大家都是交叉

进行的。

当：您觉得一个合格或者说成功的双年

展，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吕：我觉得就跟艺术一样吧，大家喜

欢，大家认可。说出来就很抽象：主题很有

时代性、参观的人数很多、大家又喜欢参展

的艺术家……我觉得这些都比较空洞。因为

事实上展览的影响力是自然出现的，哪一个

有影响力，我们就可以去研究它为什么会产

生这样的影响力，不能泛泛而谈。

比如我最近策划或参与了筹备工作的安

仁双年展和银川双年展，这两个展览都有问

题的针对性，跟在地性有关系，但是关心的

都是公共的问题，从一个很地域（loca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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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出发，从一个地域、地缘的角度去思考

问题，然后去看整个世界，又回到地域。这

两个展览都有这个特点。

2000年上海双年展最早引入策展人制

度那一届的主题“上海·海上”，我觉得就

很好，反而最近几届就像策展团队自己在家

里做实验一样，但是双年展是交给整个社会

来观看的，如果跟大家没什么关系，就很有

问题了。

说穿了还是策展人有一种观念上的自

恋，他不考虑周围的人，也不考虑这个城

市。他自己有这个念头，有这想法，就把这

个念头和想法交给大家，想对观众造成影

响。可是影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

双年展本身是关于城市的展览，要跟城

市的氛围要发生关系，当然可以说由策展人

来创造氛围，但如果妄想一两个人设计一个

概念，那是不行的，方法是错误的。双年展

的主题首先还是要跟地区或者大家关心的问

题产生关系。

当：您认为目前国内的双年展活动存在

什么问题，应该完善哪些机制？

吕：还是不够专业，每个环节都有改进

的余地。国内双年展目前面临的问题还是很

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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