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作为一家私人艺术机构，林冠艺术基金

会的工作涉及收藏、展览及文献出版。林冠艺术基

金会曾多次举办国内外艺术家的大型个展，如蔡国

强、路易斯·布尔乔亚等。自2011年转型以来，林

冠艺术基金会一直关注和支持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

展，凭借国内外的丰富资源，秉持着开放严谨的态

度拓展着当代艺术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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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rivate art institute, Faurschou Foundation’s work involves collection, 

exhibition and the literature publication. Faurschou Foundation held solo exhibitions 

of renowned artists worldwide, like Cai Guoqiang, Louise Bourgeois, etc.. Since the 

transformation in 2011, Faurschou Foundation has always bee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Meanwhile, by virtue of abundant resourc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Faurschou Foundation keeps expanding the boundary of contemporary art with open 

mind and rigor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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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当代艺术边界的拓展
To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the Boundary of Contemporary Art

林冠艺术基金会  Faurschou Foundation

《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群展“熵”邀请了艺术家何岸、刘韡、杨福

东、赵赵、孙逊、于吉和陈天灼，展出作品

包含实验影像、装置、绘画和表演。作为林

冠艺术基金会（北京）的首次中国艺术家群

展，这是否意味着之后林冠艺术基金会的

工作会涉及更多中国艺术家的展示和个案

研究？

林冠艺术基金会（以下简称“林”）：

“熵”是林冠艺术基金会进驻北京10年来举

办的第一个中国艺术家群展，是对当下中国

较年轻一代艺术家现状的观察。林冠艺术基

金会以推广高品质的当代艺术为目标，一直

以来秉持开放和谨慎的态度与国内外艺术家

及机构合作。作为一家非本土机构，出于客

观的限制和主观的考虑，林冠艺术基金会入

驻中国后并没有急于广泛地与中国艺术家产

生合作，而是专注扎实地呈现自身特征、资

源、对艺术的认知和标准。在这个阶段，我

们很好地把握时机，在北京推出多位国际知

名艺术家的展览，逐渐形成了林冠艺术基金

会的风格特征。在展览“熵”之前，我们也

曾较深入地与几位中国艺术家合作，在北京

和海外举办相关展览和项目。对我们来说，

关注的首要核心是艺术的品质。我们对中国

艺术家的关注是长久而持续的，也期待能与

更多优秀的中国艺术家展开合作。

当：林冠艺术基金会除了收藏和展览的

活动形式外，是否涉及当代艺术领域的文献

梳理?

林：在当代艺术文献梳理方面，林冠艺

术基金会尚未有明确的想法和工作架构。自

2011年完成从画廊向基金会的转型以来，

我们的核心工作一直是保证展览和收藏的质

量。我们也制作了展览相关的出版物，并努

力让出版物达到一定的水准。此外，林冠艺

术基金会曾于2008年与相关机构联合出版了

《爱德华·蒙克全集》，中文版的出版工作

于2013年开始发起，并联合国内机构最终于

2018年出版。

当：展览“熵”中的创作媒介非常多

元，正如“熵”本身所代表的混乱和能量

感，该展览强调现场的体验和在场。请谈谈

此次展览的策划逻辑。

林：在林冠艺术基金会进驻北京10周年

之际，我们提出了做一个中国年轻艺术家群

展的想法。北京和哥本哈根总部组成策展团

队，寻找正在塑造中国艺术界的年轻一代艺

术家。我们在拜访工作室期间与艺术家们的

对话逐渐形成了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我们没

有设定明确的主题或阅读模式，让观察和交

流的过程自发地流动，逐渐形成一系列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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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思考艺术和中国与我们生活的文化时代

相关的命题。最终，形成了一个由7位艺术

家的批判性表达和创作组成的阵列。展览标

题“熵”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提炼出来

的。这一科学术语可简单地理解为“不确定

性的度量”。有趣的是，系统也朝着熵增的

方向发展。标题概念的复杂性和模糊性预示

着本次展览中大部分作品潜在的混乱感，并

暗地呼应当今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层面

上的不确定感和不安感，同时也暗含批评及

反思。

“熵”最终为观众搭建了一个洞察既

不断演变又很复杂的中国当代艺术场景的整

体框架，观察对象为一批出生和成长在以经

济增长和文化交流为标志的中国时代背景下

的艺术家。展览空间的设计逻辑充分利用林

冠（北京）包豪斯弧形空间的结构，赋予7

位艺术家彼此独立的展览区域，并用蛇形贯

穿的走廊将7个展区相连。走廊既起到连通

的作用，也给观众在进入每个独立展区时提

供短暂的停顿。艺术家们在这样的展区构架

内更加自由地发挥，同时并未削弱彼此的竞

争性。最终，展示艺术品的空间与空间本身

之间不再有明确的界限。观众遵循“时间之

箭”进入7个独立小个展组合成的系统，体

验“熵增”的能量移动。

当：此次展览各位艺术家的布展工作是

如何展开的呢？

林：展览“熵”是由林冠艺术基金会的

内部策展团队策划的。当然，对于每个展区

来说，每位艺术家都是各自空间的策划者。

艺术家受邀参展，并得到一定的自由提出策

展方案，在与策展团队沟通、调整、确认后

以独立且协作合并的方式执行布展工作。

当：近年来，各大展览和艺术博览会都

比较重视展览本身的参展体验。部分机构开

始大胆地聘请非策展专业的艺术工作者担任

策展人的工作，譬如艺术家、工程师、设计

师等。策展人角色的模糊是否会带来新的展

览思路？

林：随着当代艺术发展，其面向和参与

的对象都在发生变化。而当前复杂多变的

形势和结构性调整，对创造力的需求也是

极为迫切的。不同角色的参与必然会启发

新的思路。

当：展览“熵”带有很强的现场视觉体

验，部分意识流形态的作品能引发更多年轻

观者的情绪共鸣。资料显示，当代艺术的爱

开始改变传统的创作方法进行虚拟艺术的实

践。对于越来越多非传统收藏的艺术作品，

如虚拟数字作品，林冠艺术基金会是如何看

待的？

林 ： 虚 拟 数 字 作 品 的 发 展 和 收 藏 是

当 前 国 际 上 被 关 注 和 讨 论 的 话 题 。 每 一

个 新 事 物 的 出 现 都 会 经 历 波 折 和 漫 长 的

过 程 ， 不 少 热 点 问 题 短 期 内 无 法 获 得 十

分 明 确 的 答 案 ， 正 如 摄 影 和 影 像 技 术 曾

作 用 在 艺 术 创 作 一 般 。 我 们 认 为 ， 新 技

术 在 艺 术 创 作 当 中 的 应 用 必 定 会 形 成 一

定的影响力。

当：林冠艺术基金会之后有哪些工作计

划或者是展览安排？

林：基于“熵”的举办所获得的良好回

馈，我们准备将展览巡展至威尼斯，与今年

的威尼斯双年展同期推出。林冠北京艺术基

金会还会在北京3月画廊周期间推出美国艺

术家道格·阿提肯（Doug Aitken）的同名

个展。

好者和藏家有年轻化的趋势，林冠艺术基金

会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林：这是正常和必然的发展趋势。林

冠艺术基金会对年轻化趋势持开放的态度，

对新事物、新现象保持敏锐观察，并做出尝

试。比如，我们2018年举办了多位国内外艺

术家的VR艺术作品展，对这项新技术在艺

术创作领域的应用做了大胆的尝试和推广。

艺术有不断推拓边界的力量，艺术的价值也

需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当：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年轻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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