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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以下简称“张”）作为本次策展工作坊第二周的课程总监，您能

否谈一下课程设置与安排。

徐文瑞（以下简称“徐”）工作坊要旨之一是以本届双年展作为一项

思考工具：什么是双年展？如何将一项双年展与其城市相关联？如何将双年

展与当代艺术的潮流相关联？如何将双年展与当代社会的文化生产体系相关

联？等等。参加工作坊的学员有两项任务：首先是对双年展，尤其是亚洲地

区的双年展，做一个简短的概览，并在专题讨论会上分享作业成果（10月10

日与12日）；第二项，一部分是思考“改良上海双年展”的提案（主要是本

届，可延伸到他届，甚至其他双年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下届上海双年

展的提案（如果同学们有偏好，也可以是某个地方另一个双年展）。经过10

月13日与三位导师及部分外部评审个别交换意见，10月14日，将“下届提

案”报告给邱老师及外部评审（郭晓彦、王璜生、徐震、Larys Frogier等）。

至于课表，开始的两天（10月8日、9日），学员们可以从容仔细参观

上海双年展。10月9日下午，邱志杰会出现在工作坊，在一群策展人面前报

告他作为策展人的所思所想，并回答问题。之后的三天，三位导师以各自

的策展与学术关切，主持一个下午（2点-4点）辅导课：徐文瑞关注“双年

展之为全球化过程”、Kate  Fowle提点提案纲要——如何准备一份成型的提

案，而艺术家策展人林宏璋则会带领学员探讨“展览之为批评”。辅导课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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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导师各自的兴趣点，通过引导讨论，鼓励概念

发展，形式可以因地制宜，或是圆桌会议，或是

小组讨论。外部评审只要有空，可以加入这些讨

论。

10月11日上午与美术史家Terry  Smith的越洋

对话，是特别的安排。既会回应他的关于当代策

展思维的新书，也会涉及他之前关于世界范围的

当代艺术的写作，还将延伸到双年展与美术馆的

未来等等前瞻话题。

对参加工作坊的学员，这一工作坊更像对

一个双年展的策展田野作业，因为它就发生在斯

时斯地。一方面，学员们会学习观察一个双年展

中通常不受注意的地方，另一方面，通过准备提

案，他们会将自己置于生产制作现场，而不仅是

一位双年展的旁观者或评论者。课程安排力图有

张有弛，方便学员花时间呆在双年展内外，感

受、观察其展示、事件、受众、体制、艺术作品

和其它很多东西。三位导师以及评审的工作，或

是通过对话、指出死路、盲点、创新、想象，或

是激发群体讨论气氛，协力促达田野作业之效。

张：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策展经验的独立策

展人，能否请您谈一下您如何安排展览工作的时

间。

徐：独立策展人因其独立，不附属于任何

机构或者团体，因此策划大型展览的机会是有限

的，尤其在亚洲，机会更少。因此，独立策展人

的工作不仅包括策划展览，他还必须承担一些其

他的工作，譬如工作坊、演讲、出版计划以及其

他的艺术计划或项目。就台湾来看，大展机会非

常有限。对于独立策展人而言，会有台北双年

展，或者美术馆的独立策展计划等工作机会。

2006年的“赤裸人”就是台北当代艺术馆直接邀

请我去策划的。此外，台湾“国家文化艺术基金

会”设立的“策展人培育计划与策展人专案”，

也能给独立策展人提供策展机会。该项目提供台

币200万（大约人民币50万）的经费资助策展人研究与展览。除此之外，我

也会做一些欧洲美术馆、艺术中心或者另类空间的展览与项目。因此展览的

时间会是两年一次或者是一年两次这完全是不确定的。

就主观而言，我并不希望做太多的展览。我希望自己的展览是经过个

人深度研究过的、深入学术思考过的议题。我不太愿意自己的展览仅仅是几

个艺术家近期作品的呈现。当然有些时候，作为独立策展人也会在特殊情况

下妥协。但是有些基本原则是不可以放弃的，例如作品选件的决策，展览方

向的独立性等等。就台湾地区而言，政府会有非常多的经费投入公共艺术。

但是通常情况下它给独立策展人的空间并不多，这些项目背后具有强烈的政

策意图。例如不久前“建国百年”的系列艺术活动。首先，我觉得“建国百

年”想法是有问题的。另外，该艺术活动的策展方向也不是我能接受的。因

此，这类项目即使提供大量的经费我也不会去申请。

张：在您的工作中，如果遇到商业展览或者自己并不认同的“命题作

文”，您会如何处理。

徐：因保持独立，我认为我不能接受个人并不认同的命题作文，因为结

果很可能变成犬儒主义式的接受。如果叫我策划一个商业展览，比如为商业

画廊做策展，我会给自己一个底线，比如选择的艺术作品必须与策展人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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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思考存在一致性。在欧洲有一种认识，认为独立策展人就不应该做商业策

展，我并不认同。我觉得在坚持底线的前提下，独立策展人也可以做商业展

览。

再例如刚刚提到的台湾“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他拥有庞大的资金，

它主要是效仿美国的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会的做法设立的。由专业人士评

审，提出规划，突出强调专业性、学术性。经费来自国家，但它具有专业的

独立性。这种项目往往就能给策展人高度的独立性，它能为非常经济实验的

策展专案提供经费以及机会。

张：我们很好奇，独立策展人不做策展的时间里他们会做什么。

徐：作为一个策展人，必须随时保持田野工作的状态。通过田野工作，

研究群域与潮流。我来自亚洲，我就必须了解亚洲的艺术发展。而当我住在

柏林的时候，我就必须了解柏林的艺术家，对当地的艺术家以及艺术发展进

行研究。田野调查还必须围绕特定主题做深入研究。所谓田野调查就是随时

了解艺术圈发生了什么，艺术家在做什么，作品如何，以及了解那些与你的

研究方向有关系的艺术家、策展人、商业画廊。在这些问题的调查与研究方

法上，策展人与人类学家没有什么不同。

您刚刚提到田野工作对于策展人非常重要，能否请您谈谈您如何开展田

野工作。

当我回到台北，我会跟艺术圈的各种人接触，了解艺术圈里的情况。

可能表面上就是吃饭、聊天，但是透过随意的方式，你需要深入了解艺术圈

的事件发生、人际关系、商业方式、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它们又如何影响

艺术圈的运作。这都是田野调查的内容。我们今天在强调独立策展人与体制

内策展人的差异，其实就是在强调他们与田野之间的不同关系。美术馆内部

的策展人可能会因为特殊的身份，远离田野。独立策展人的工作与生活却置

身田野里。他需要更加关注艺术界常态的、未被体制化的内容。他更关注艺

术界的细微之处，甚至琐碎到去关注年轻艺术家

之间的纠葛与论争，艺术杂志专题的产生与背后

的形成，艺术市场与艺术媒体的关系等等，总而

言之，你需要通过田野调查真正成为艺术圈里的

“局内人”。

田野调查实质上就是与艺术圈内的人进行

交流，不过这种交流与普通的人际交流是不同

的。在这里，你必须是观察者。一方面你融入其

中，但另一方面，你又必须抽离，从研究者的角

度进行观察、批判和反思。在田野调查中，你应

该思考艺术内部的冲突，探索冲突转化的方法，

试图良性解决问题，并努力将个人的思考与实践

升华为思想，对抗周而复始所带来的沉沦。策展

人不断地探索与实践的努力将演变成艺术前进的

动力，并最终成为艺术进步的源泉。通过田野调

查，策展人试图在艺术的发展中扮演更加积极的

角色。

张：独立策展人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的独立性，能否请您为我们具体谈谈这种独立

性。

徐：我觉得我们在谈独立性时会常常陷入误

区。独立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什么是独立性，

怎么独立，独立到什么程度。举例而言，作为社

会人，当我们因为独立，所以拒绝使用货币，并

认为这是一种独立。而实际上，通过劳动，以物

易物，不使用货币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可以使人

与人之间完全是时间上的交换，没有金钱上的往

来。这是可能的。但实质上，我们透过劳动交换

而保持的独立仍然是建立在人与人联系之上的，

我们强调的独立也是在这种联系之上的独立。离

开了与社会的联系，空谈策展人的独立性，实际

上是没有意义的。

张：我们都知道在现在重大的展览策划中，

策展人大多都会联合其他的策展人组建策展团

队。能否结合您的实践经历，跟我们谈谈如何集

体策展。

徐：集体策展的前提是基于深入的了解。

这种了解可以来自田野调查。在田野的工作与观

察中，你就会寻找潜在的合作对象，筛除各式各

样不合作的对象，哪些人没办法一起工作，哪些

人可以合作，哪些人思想或者观点虽然并不冲突

但也不可以合作。合作对象是我们日常观察的结

果。

另外，集体策展成为可能还需要一个重要

的前提：就是集体对于“集体智慧”的信心及信

仰。我个人比较看重集体智慧。我认为集体智慧

就是在彼此意见不和的情况下，通过讨论、冲

突、妥协，甚至是情绪化的表达，集体式的思

考，共同寻找更好的结果。我相信人类社会的发

展是高度仰赖集体智慧的。虽然我们现在也在反

思集体智慧。许多科幻片都假想过由于集体智慧的缺陷，导致世界倒退到原

始的状态。但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出于非自愿，来源于工作本身的被安排，

我们不得不集体协作。在这种时候我们更要学会在冲突中去学习，更好地沟

通与表达，适当的调适。我相信当集体智慧真正发挥其功效的时候，它的结

果一定能超越个体所想。它能展现出一种综合性，这种综合包含了观点的穿

插与应和，结构的复杂与互补。

在我的策展实践中，有很多集体策展的经历。这可能体现为策展人与

工作团队的合作，这个团队可能是一个美术馆，它会在你思考不周的时候给

你建议；它还可能体现为策展本身，我与另外一些策展人的合作。我尤其倾

向与个性或者知识领域上有极大差异的伙伴合作，因为他们会从知识、思考

问题的方式上给我很多启迪。在策展过程中，2-3个人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奋

斗，合作伙伴会成为映射你思想的“镜子”。这面镜子能投射出你思考的内

容、过程、方式，优与缺，得与失，镜子的反观会敦促你修正与完善。而经

过三棱镜折射后的思考结果也会变得无论从结构还是内容上，都更加稳定、

丰富与完善。

张：在您的策展过程中，您如何抉择展览空间、艺术形式、艺术家以及

艺术作品的选择。

徐：我对在美术馆内部做展览和在街头做展览没有偏好。只是我会考虑

哪些方案是适合在美术馆里面做，哪些方案是适合在街头做。而在策展实践

中，美术馆邀请你做一个展览，他会首先告诉你时间、经费、空间。这是三

个基本要素，一般不能随意改动。展览项目与生命过程的差别就在于它是有

限的：时间、空间、经费早已预设。而策展人策展概念的生长也往往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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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地点和确定的形式。

关于艺术媒介与形式的选择，有时美术馆会

明确告知你。比如美术馆邀请你做一个当代水墨

的绘画展，他已经明确了媒材和形式。但作为策

展人，你仍然可以进行多方位思考。关于水墨，

策展人可以不局限于水墨形式的考量，而关注水

墨的意境，于是能反映出水墨意境的新媒体作品

也将纳入展览呈现的范围。在考虑展览媒介或者

形式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媒介之间的衍生与变

化，以及跨越的可能性。

至于选择艺术家，在构筑策展概念时你就必

须思考。在这次园明学园工作坊，我们安排学员

做关于“下一届上海双年展”的提案时，也特别

提示大家在思考策展概念的同时，就应该列出展

览出现的艺术家名单。策展人对艺术家的选择标

准在于艺术家的作品是否表达了策展人的思考。

展览的完成不应该是策展人的大包大揽，由始至

终。这种想法也许在一个另类空间，一个小的艺

术项目中可以操作，但在策划一个类似上海双年

展这样的大展览时，我们必须明确策展人不是创

作者，创作的第一线仍然是艺术家，策展人的创

作体现在展场，你必须思考策展概念与艺术家之

间的联系。

策展概念一定不是策展人阅读后的奇思妙

想。阅读之于现实，距离已经非常遥远。而策展

概念应该是策展人对艺术以及当下现实的思考，

它来源于策展人对艺术家正在进行中的艺术实践

的观察。艺术家的创作，同类艺术家形成的思想

网络，会启发策展人的观察和总结。策展人的主

题不是看书看出来的，而是与艺术家的交谈中得

来的。策展人必须与艺术家具备同样的频率，并

寻找出他们之间的共振。策展人与艺术家的亲

密，更多地来自于观念的呼应，艺术论述、现实

思考的契合。当策展人欣喜地提出策展方案时，

他一定已经想到了一群与之相关的艺术家。艺术

家早在展览主题初生的那一刻已经存在。

张：在展览之后，作为策展人，您一定会关

注展览的影响以及回应。能否请您谈谈展览结束

后您如何进行整理以及延续研究。

徐：我会用很多方式去梳理我的思考。例如

做出版物，与艺术家交谈，站在第一线跟观众交

谈，观察观众的反应。一起工作的展览团队的反

馈。从所有参与到展览过程中的人去了解展览本

身。他们的回应与反馈都是梳理的重要内容。要

真正了解展览策划的最终结果，就必须从每个人

的视点去观察。例如这次工作坊结束的时候我会

在最后咨询大家参与活动后的收获与感想。

说到整理与研究，我个人认为我们目前非

常欠缺历史性的研究与整理，比如展览历史的整

理。我做了一个展览，看到展览的艺评家、史学

家、艺术家有没有可能跟我一起讨论之前是否出

现过类似的展览，它出现的原因，以及它呈现在

的特定地点。我认为历史的纵深研究，尤其是展

览史的研究非常欠缺。对于展览结束后的整理研

究，我没有特别限定为某些特定的形式。无论哪

种方式都有其优缺。学术期刊的优点在于月刊式

的杂志能很快的反映当下发生的事情；缺点却在

于时间的纵深浅。现在相对于印制的书本，我更

倾向于pdf档的文案，更便于浏览与传播。

就具体展览的梳理，我可以举2008年台北

双年展的例子。我主要通过做一系列的访谈，不

断地推进个人思考。2008年台北双年展在台湾地

区的后续影响很大，它会成为参照物，而通过大

量的访谈，每次讨论时我们又都会从不同的角度

去评论观察以及重新出发。经过这样不断地梳理

与深入思考，再加上近年来社会环境，艺术家创

作的变化，以及我个人的田野工作的成果积累，

如果现在再让我谈政治艺术的状态，在地等话题

时，或者再重新策划2008台北双年展，它展览所

要讨论的问题，呈现的作品，以及相关话题如何

展开将会和以前很不一样。也就是说，策展人对

于展览后的整理，个人思想的推进会在他以后的

田野工作，策展实践中不断完成与丰盛，这种梳

理更多地体现在展览与展览之间的延续性上。

张：您策划过台北双年展，而这次又作为本

届上海双年展第二周策展工作坊的课程总监参与

上海双年展，能否请您谈谈上海双年展和台北双

年展的差异。

徐：上海双年展一直以来都与上海这座城市

紧密相连，展览往往会在上海历史、城市发展、

城市未来等问题上展开自己的主题。而台北双年

展主题从不直接关联台北市。虽然每一届台北双

年展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在地化，一些作品会反思

台北城市的发展，但双年展不会用整个展览去应

对这些问题，专门探讨台北作为一个城市的过去

与未来，以及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2008年

我策划时也不会这样做。然而，即使台北双年展

不以台北市为主题，但它的主题性同样明确，每

一届都是很好的主题性展览。

由于台北双年展是一个小规模的展览，参展

艺术家数量一般在30-40人，因此展览更精致，

主题也相对集中，对艺术家的选择更精准；由于

规模小，台北双年展更易控制；由于经费相对较

少，因此受外来影响，例如政治因素的牵制也比

较少；由于台北双年展的主办单位是台北市美术

馆，其展览运作坚持以“外部策展人+美术馆内

部运作团队”的模式进行，因此这使美术馆内部

团队能够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不断积累经验，持续

进步。他们能够凭借其专业性越来越准确地将策展人的策展概念表达出来。

这支稳定专业的展览团队已经成为台北双年展的巨大优势。作为台北双年展

的策展人，你不需要自己重新组建展览队伍，专业化的展览团队会让你避免

很多与策展无关的挫折与困扰。

张：作为资深的独立策展人，能否请您为年轻的策展人提供一些建议。

徐：年轻策展人应该对艺术史，尤其是现当代艺术史，用策展人的眼

光重新阅读。这意味著策展人不仅要熟悉艺术史里运动、事件以及代表性的

艺术家，策展人还需要去研究那些艺术史上的重要展览。艺术史的形成不是

个别或者一群艺术家造就的，展览的作用也非常巨大。这也是最近史家们书

写艺术史的一个新视点。作为策展人，重读艺术史，你必须细致地研究那些

推动了艺术发展的重要展览，包括了解当时田野之间的人际关系，当时的文

化政策、出版制度、政治经济因素、社会生活背景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

性。让越来越稀薄的艺术史知识丰富生动起来。除此之外，基本的哲学训练

和阅读对策展人也是非常必要的基本功。同时，策展人作为社会人、地方

人，你还必须了解地方的体制发展史。这里包括了非常多的追问与研究，比

如作为中国的策展人，你应该了解中国的美术馆出现时间，产生背景，不同

时期的性质与任务，它附属的机构，内部构成，独立性何在，主张内容……

等等，这些都是必须了解的问题。其他重要问题还有学院以及艺术教育的发

展史。这些研究与调查都是策展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有了这些知识与背景

你才能真正了解艺术系统以及艺术系统内部的结构与发展。

我个人对于年轻策展人阅读上的建议是他们至少应该阅读三类书籍：第

一类是与策展相关的书籍；第二类是观念艺术史的阅读，这包括当代艺术发

展史，地区当代艺术史，以及立足于在地艺术的观念艺术发展史；第三类是

哲学、人类学书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策展人应该了解与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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