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明特（Joe  Minter）

《四百年的免费劳动力》由生锈的金

属工具、铁铲、干草叉、鹤嘴锄和长柄锄组

成，用焊接钢管和锁链连接起来。这些工具

呈直立状态，被做成一个人的形状。它们面

对着观众，就像它们以前的使用者的灵魂一

样，表现出众多不同的非裔美国人在相当长

一段时间里所遭受的强迫性超时劳动。从内

战前收割棉花的奴隶、到20世纪被铁链束缚

的囚徒。明特组装的工具象征着曾经使用过

这些工具的无名劳动者的生活。

类似这样的雕塑作品仍然可以在这位艺

术家的伯明翰庄园中找到。在过去的30年

里，他把伯明翰庄园变成了一个不断发展、

延伸的艺术场域，名为“美国的非洲村”。

普维斯·杨（Purvis  Young）

杨住在临近迈阿密一个以非洲裔美国人

为主的居住社区，名为“上城”，位于一条

有许多废弃面包店，被称为“好面包巷”的

街上。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各地（尤

其是有色人种社区）的壁画运动越来越多，

杨受此启发，开始了自己的街头项目。数以

百计的壁画，包括《锁住他们的思想》，覆

盖了城市建筑的正面。在回收废物的社区作

画，艺术家例证了他艺术的手势笔法、动态

的黑色图形和充满活力的颜色。在这幅作品

中，最底层的人物把挂锁举过头顶，就像把

它们呈现给上面的天使一样。人物和天使被

两匹威严的马隔开，而在杨的视觉语言中，

马代表着力量和自由。

工作服绗被

“所以你看着绗被说，‘这是我在地里

穿的一些旧衣服。我把它们穿坏了，但它们

还是能用’。”

——露西·明戈

柏金地区以将触手可得的任何布料加工

成既实用又美观的棉被而出名。许多棉被至

少有一部分是用破旧的工作服——工装裤做

成，作为可穿戴的服装，它们已经走到了生

命的尽头。有时候，拼在一起的布料却可以

作为纪念：妻子可能会缝制她已故丈夫的衣

服做一条被子，作为一种记忆的方式，仍然

感觉与他很亲近。褪色的靛蓝牛仔布讲述了

妇女和她们的家人在棉花和蔬菜地里度过的

漫长时光，遵循着每年种植、生长和收获的

模式。根据他们的说法，做被子是妇女世代

相传的传统，这一活动有多种目的，包括娱

乐和暂时远离农业。成品总是一个温暖的被

面，而面料拼凑成的行为模式能给创作者带

来审美愉悦，做被子就是将顶层、底层和填

充物缝制在一起的过程，也是使妇女们聚在

一起的一项愉悦的活动。

露西·明戈（Lucy  Mingo）

这些经典的工作服绗被是明戈用旧衣服

的配件七拼八凑做起来的，而后袋的轮廓是

从裤子或工作服上拆下来的。裤子的背面更

适合用于绗被，因为在耕作的时候，裤子的

正面经常因为跪而受到磨损。当旧棉被变得

太旧而不能使用时，它们有时会作为棉被填

充物而被重复使用。明戈解释说：“我用裤

子和上衣，以及林登的衬衫工厂的破布做了

这个旧的方块被子。”

洛瑞塔·佩特韦（Loretta  Pettway）

大胆的设计、协调又冲突的调色板，是

这一项链垂饰的绗被所具备的一些特质，这

些特质使柏金的绗被于2002年首次在艺术博

物馆向观众展示时引起了轰动。虽然这些被

子通常与白人男性的抽象画相媲美，但它们

仅仅是制作被子的非裔美国女性的需求与审

美的产物。在这样的情况下，洛瑞塔·佩特

韦用一种简单的方块形式，巧妙地即兴创作

了一个让人惊喜的设计。她用五颜六色的布

条做了六个方块，然后把三条线水平排列，

另外三条线垂直排列。积木的排列方式营造

出一种碰撞的节奏，让人赏心悦目，而黑白

的边框则增加了设计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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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一个知识生产的场域
——兼论美术学院图书馆特色资源项目建设

Library, a Place Where Knowledge Is Produced
—An Analysis of the Featured Resources Project Construction of Academies of Fine Arts’ Library

李颖  Li Ying

摘要：本文围绕美术学院图书馆如何形成自身的

特色资源项目这一论题展开。同时，涉及对瓦尔堡图

书馆在艺术—哲学—科学—视觉人文等领域的建设，

如何建构自身在艺术与人文研究领域的学术体系的讨

论，及其带给我们的启示。作为一个案例，文章介绍

了四川美院图书馆在特色资源项目方面的建设情况，

对该项目的特色、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最后针对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图书馆，特色资源项目建设，知识生产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opic of how the libraries of the Academy of 

Fine Arts form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 resource projects. At the same time, it involv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rburg Library in the fields of art-philosophy-science-visual 

humanities, and how to construct its own academic system in the field of art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nd its enlightenment. As a case,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situation 

of construction of the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s library in the special resources 

project, and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ce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project.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resources.

Keywords: library, special resources project construc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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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就像一面历史的镜子，反映和折

射人类的文化与精神。世界各地的图书馆都

有自身发展的传承与文脉，有自己的特点与

服务对象。作为建在美术学院里的图书馆，

又该有怎样的特色呢？我认为专业与特色的

资源建设是今天衡量一所美术学院图书馆的

重要指标。

对于今天的图书馆建设，建立完备的文

献与知识体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就美

术学院的图书馆而言，艺术与文献数据库的

建立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谈到知识体系的

建构，尤其是将艺术——人文作为一个知识

谱系来看待，就一定绕不开瓦尔堡图书馆。

它是一所专门研究艺术文化史的图书馆，具

有鲜明的学科特色。阿比·瓦尔堡是20世纪

卓越的美术史家和文化史家，他的学术思想

不仅反映在著作与论文里，也体现在图书馆

的建设中。虽然瓦尔堡图书馆经历了战争，

多次搬迁，甚至在“二战”中被毁坏，但它

的人文与精神价值却熠熠生辉。以这所图书

馆为平台，曾集聚了20世纪不同历史时期众

多欧美高水准的研究学者。他们强调图像学

的探究，对各个时期的文献展开知识考古与

观念史的追问，不断出版学术著作，通过研

究古典文化继而对现代欧洲文明进行反思，

对战后欧美的文化研究，尤其是艺术史领域

的研究范式的推动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般来说，图书馆的书籍会以实用的

标准排列，也有相对稳定的内部结构，但瓦

尔堡倡导的“佳邻法则”，不仅打破了既有

学科体系的分类方法，而且，打破了学科与

学科的界限，将艺术纳入文化史、人类学、

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视域下，重新建立知

识话语与阐释语境，并围绕“图像”与“符

号”，构建了一个庞大、复杂且精彩绝伦的

艺术阐释体系。简要地讲，“佳邻法则”是

说读者可能并不需要书架上未知的邻居，但

这个邻居却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它们之间有

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既有不同的侧重点，又

能相互补充。在瓦尔堡看来，书籍不只是研

究工具，图书馆的建设也不是仅仅对其进行

必要的分类，相反，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

系，构建新的阐释话语与语境才至关重要。

按照瓦尔堡先生的思想，学科与学科之间原

本就没有固定的界限，反而是不同学科之间

隐藏着一些重要的联系，如艺术与数学的关

系、哲学与炼金术、人类学与偶像崇拜等，

一旦这些碎片化的信息集合在一起，就会编

织、演绎、发展、衍化成一个庞大的知识体

系。因此，瓦尔堡图书馆所建构的艺术——

人文体系既神秘又科学，既浩如烟海又有内

在联系。上世纪90年代，瓦尔堡图书馆基金

会与汉堡大学的艺术史专业合作，推出了一

系列讲座和学术活动，同时设立奖学金，并

在马丁·瓦恩科教授的带领下，建立了政治

图像学及其图像索引的研究站。这些学术活

动和研究平台的建立，对艺术史研究领域的

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

对于美术学院的图书馆，可否从瓦尔堡

图书馆的建设中获得一些启示？长期以来，

因各种历史原因与惯性意识，国内大多数美

术学院图书馆购买、收藏、陈列大量艺术

类书籍，其中，绘画类图书是主体。在内容

上，多以技法为主，画册居多，理论占比较

少。虽然说也有哲学、人类学、艺术史方面

的书籍，但与技法类图书比较，它们是边缘

的、辅助性的。这种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

美术学院过去以系科划分所形成的惯性意识

使然，另一方面，则是观念中大部分人对艺

术的认识，还是建立在技法之上，以绘画、

雕塑、建筑为主体。在这种认知方式下，很

难将艺术与艺术创作纳入艺术史的上下文，

以及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视域中予以再

认识。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瓦尔堡图书馆

的不可替代性，就在于改变了人们认识艺术

与人文学科的观念。实际上，20世纪初，以

杜尚为代表的“达达”与1960年代的“新

达达”为代表，尤其是1960-1970年代西方

哲学与认识论的转向，艺术作为技术与再现

论为中心的美学观念彻底坍塌，在新旧观念

的砥砺与碰触中，艺术创造转变为一种知识

生产。亦即是说，在新的艺术观念与认识论

的改变中，图书与知识变得愈加的重要，进

而带动美术学院图书馆在功能与意义方式上

的一些转变。同样，不仅艺术世界在不断变

化，信息传播方式、阅读方式也在变化，因

此，图书馆在资源配置及数据整合建设上也

将发生改变。

由此，图书馆需有先进的，甚至国际

化的数据资源交流平台。目前，国内大部

分美术学院图书馆都加强相应的数字平台的

建设。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包括资源配置

的不平衡、地区与地缘的差异、图书馆与图

书馆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内与国际，

当然也包括美术学院与综合性大学之间，十

分缺乏图书馆的数据化协作资源平台，以此

整合已有数据资源，能在馆与馆之间进行跨

地缘、跨学科，甚至国际性的学习与交流，

进而实现信息收集的全面性、系统性、及时

性，最终改善与提升原有的资源质量。近年

来，四川美院图书馆也在积极尝试，希望借

助一些新平台，改变既有的服务方式，改变

旧有的观念。从受众来看，四川美院图书馆

的读者，专业身份与专业特色十分鲜明，均

是从事艺术创作与教学、科研方面的师生，

这个读者群体的专业诉求基本一致，读者群

也相对固定。所以，从图书馆的特色项目建

设的角度看，建立相应的专业特色文献资源

与文献数字信息数据库势在必行。基于既有

的历史与学统考虑，四川美院作为西南地区

唯一一所高等的艺术专业院校，也是西南地

区乃至全国当代艺术的重镇。改革开放以

来，从“伤痕”“乡土”到现在，在过去

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在各个重要阶段，都涌

现出代表性的艺术家与代表性的作品。因

此，立足于三十余年的发展与艺术史上下

文，需要借助数字信息平台，把艺术方面

的历史与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整合，在

这一背景下，四川美院图书馆建立了“西

南艺术数字信息平台”与“艺评家·艺术家

专家库”。

“西南艺术数字信息平台”借鉴了北京

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学术研究项目的

工作方式，结合西南地缘与四川美院的创作

传统，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譬如，就数据库

建设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该数据库

通过详尽的记录，为读者提供人物、文献、

文章、作品、艺术事件等方面的资料。2.实

时收集博物馆、美术馆、重要展览机构的学

术展览活动的信息与文献。3.建立艺术家个

人艺术档案（包括：本人基本信息、艺术简

历、作品目录、评论目录、手稿、草图、录

像、图片等）4.艺术评论家、策展人、代表

性展览及相关艺术活动的各种资料。5.重要

艺术期刊的相关文章目录简述。6.数据库中

还单列一个版块，将学校建校以来创作的优

秀艺术作品、艺术理论成果、教学成果等信

息整合起来，把教学成果与发展脉络进行

系统的梳理与归纳。“艺评家·艺术家专家

库”的建立不仅是对我校科研教学的支持，

更是致力于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的推动。中

国当代艺术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发展，不论在

国内还是国际上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成

就提高了中国当代文化在国际社会上的地

位。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

研究，为使成果形成良性的发展，对重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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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指南针——复星基金会中葡当代艺术大展/Saudade: Unmemorable Place in Time 

展览时间：2018年7月3日—8月26日

展览地点：上海复星艺术中心

本次展览汇聚了12位中葡当代艺术家近100件作品，涵盖绘画、综合材料创作、装置、影像等多种媒介，是国内

首次对中葡两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系统比照和学术梳理。展览取名为Saudade，是葡萄牙语中难以转译的独特词

汇，表述的是一种对过去某一时刻美好再无法企及的惆怅与渴求。葡萄牙引领的“大航海”时代，开启了东西方

交流的新纪元，也启动了以贸易和文化交流为主要形式的全球化进程。而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

则代表希望和方向。正如丝绸之路起源于人类文明之间的吸引，作为情感的Saudade和作为物件的指南针，也

通过此次展览相互呼应，映射出人类对于交流和交往的渴求。

梅里克·卡拉：一味香芹

展览时间：2018年7月7日—9月9日

展览地点：上海余德耀美术馆

讲座时间：2018年7月7日14:00

2018年7月7日至9月9日，余德耀美术馆项目空间将推出梅里克·卡拉（Mel ike Kara）在中国的首次个展

“一味香芹”。这位常驻科隆的艺术家以其诡秘的肖像创作而闻名。此次，她将继续借由其最新系列的布面创

作、玻璃绘画与雕塑作品展开对于身份定义的研究及探讨。

匈牙利当代艺术展

展览时间：2018年6月17日—7月20日

展览地点：中国美术馆13—17号厅

此次展览是中匈文化交流的重要项目。展览以匈牙利的当代艺术作品为核心，可以说是当代艺术家在结构主

义的基础上的全新创作，拟展出99件架上艺术创作及24件雕塑作品。展品风格、流派丰富多彩，涵盖波普艺

术、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及现实主义等多种流派与风格，旨在综合展示匈牙利的当代艺术景观。架上艺术作品

中不乏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匈牙利当代艺术精品，以油画、丝网印刷等多种媒介呈现，并配以雕塑作品分布

在展厅中，为观众提供更为立体的视觉观赏体验。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还将展出大量围绕匈牙利音乐家、

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及民间音乐学者珂达伊·佐尔丹为主题的作品。

献与资料进行梳理，建立档案，形成文献库

就变得十分重要。四川美院图书馆建立的艺

评家、艺术家专家库，收录了国内36位批

评家、100位艺术家及过去三十年来发行的

重要过刊，围绕当代艺术界所发生的艺术活

动以及展览画册、学术著作等文献进行递进

式的整理、编目、收录，逐渐形成一个体

系。当然，特色资源建设的初衷与目的，

是夯实科研理论的文献馆藏，为科研与创

作提供背景、线索，构建一个艺术史的情

景和参照系统。

如今，四川美院图书馆在近几年的读者

服务建设上，也开创了图书馆教育、研究和

学术工作的新局面。例如，为提高学生信息

素养，开展的数字资源使用培训及信息检索

与信息素养通选课；为专题教学及学术活动

开设的研讨空间；为及时发布图书馆最新动

态，以及与读者互动交流，推出了微信图书

馆；为了实现资源共享，与国内美术院校图

书馆开展了美术特色资源及机构知识库的资

源共建。这一系列的服务与建设为提高学术

资源的利用率提供了保障。

诚然，美术学院图书馆在开展特色资

源建设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方面，我们需要培养具有专业素质的图书

馆员，今天的图书馆不仅延续着传统图书馆

的功能，即满足读者对于文献资料的丰富需

求，也需要适应在科技与信息时代背景下，

带来的快速、精准的知识信息服务。譬如，

善于分析读者的专业研究方向、偏爱的相关

知识领域和阅读兴趣，通过大数据对既有借

阅信息进行分析，及时反馈读者。同时能对

读者需要查找的资料给予精准导航，能对衍

生性的阅读与知识拓展给予建议。也就是

说，需要将图书馆员从传统意义上的工作，

即图书的编目、上架、类别划分与建档的基

础性工作，转变为一个专业化的知识生产和

咨询服务者的角色。如此一来，原有的图书

管理者凭借自身的专业性与对图书资源的熟

悉度，让知识行为变成一种知识交往行为，

让管理者也主动参与到知识的引导与生产过

程中。另一方面，从学术资源建设角度讲，

对于信息内容的评价标准，归纳整理等工作

十分需要具有一定学术知识背景的人员来协

助完成。长期以来，图书馆在学院内是属于

独立机构，与学院教学单位、科研院所，包

括美术馆等缺乏合作与交流。但事实上，图

书馆、美术馆与各教学单位之间在信息传

播、信息管理、文化教育方面是有共性的。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图书馆、教学

单位或科研院所，对于文献数字化资源收集

的标准要求也越来越高，读者对信息更替速

度，信息反馈速度，信息质量的标准也精益

求精；倘若能与这些兄弟单位共同合作，通

过学院各系科专家对文献收集、学科指导方

面提供的支持，对资料的可信度做判断分

析，那么就会对图书馆的图书购买、文献

建设、数据库的收集产生积极的、良性的

推动。

毋庸置疑，今天的图书馆已成为一个知

识生产的新场域，它不仅具有完备的文献资

料保障体系，也能为读者进行深入阅读提供

良好的环境，以及庞大的知识系统。因此，

它不再限囿于工具论的范畴，只是被动的服

务于教学，而是知识生产的新阵地。读书是

获得自由的最大路径，是创造力与灵感的一

个重要源泉，图书馆将对学术研究、思想生

成给予积极的支持。当然，专业的、系统

的、科学的资源建设不仅需要每一位馆员秉

承对这份职业的热爱，不断提高个人的专业

素质与素养，不断探索适合图书馆自身建

设的发展思路和建设方法，更要充分利用

外界资源，与学院师生一道，联合携手，

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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