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艺术家和策展人看似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份，却有着

某种特定的联系。对于艺术家来说，策展人是对其艺术作品价

值传达的关键链接；对于策展人来说，艺术家是展览学术价值

创造的关键环节。王皖玓作为艺术家和策展人，纵横于艺术创

作和展览策划之间，不仅有着丰富的策展经验，还对艺术创作

有着独特的感受。她的身份在艺术家与策展人之间转换，对艺

术创作和展览策划有着独特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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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st and the curator seem to b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identities, but they have a specific connection. For artists, curators are the key 

link to convey the value of their works. For curators, artists are the key to the 

creation of academic value in exhibitions. As an artist and a curator, Wang Wandi 

is involved in art creation and exhibition curating. She has not only the rich 

experience in curation, but also a unique experience in art creation. As an artist 

and a curator, she has a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both art creation and c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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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术家的策展人
The Curator as an Artist

王皖玓   吴  艳 Wang Wandi  Wu Yan

吴艳（以下简称吴）：你从本科阶段的

学习到毕业后作为驻留策展人驻留于四川美

术学院，涉及过多个领域不同程度的钻研，

如图像影像、视觉传达、艺术创作、策展等，

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可以讲讲你是怎

么从学生演变到摄影师、设计师、艺术家再

到策展人的吗？这几种身份是如何转变的？

王皖玓（以下简称王）：我本科学的是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但接触图像并对其产生

一些自己的概念，则是在我更小的时候。在

我小时候家里有相机、DV 等设备，或许出

于一种天生的好奇和喜爱，也可能是单纯模

仿大人们的拍摄动作，我慢慢开始学会自己

拍摄，透过镜头捕捉那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考入川美之后，除了开始对视觉类的文化象

征问题感兴趣，并尽可能去思考这些文化象

征背后的社会属性以及社会关系。所以为了

找寻一种更恰当的与社会对话的状态，除了

学习专业设计以外，我对摄影、装置等创作

手段都有过尝试，也积极地参与到了许多校

内校外的展览项目。对于身份的转换，我认

为我现在还在学习阶段，还没体会到，也不

会存在过大的转换问题，或许在今后，随着

工作程度的加深，我会面临这个问题，对于

自我的梳理在每个阶段都是不易的，做好阶

段计划是我能一直坚持做下去的原因。 

吴：对于摄影、设计师、艺术家、策

展人这几种身份，你是如何权衡它们之间

关系的？

王：首先我必须承认我还需要大量的学

习，对于我而言，无论是摄影师、设计师、

艺术家还是策展人都是非常好的职业，我对

每一项都保持着一种敬畏的态度。但是，作

为一个年轻人我也有着自己的姿态，我认为

无论是哪种职业，我真正需要在意的是做好

我自己，或者说我其实需要扮演好我自己的

角色。在我看来，一些语言形式和表达目的

的不同不影响一个人的属性设定，权衡的目

的不仅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角色，更重要的是

我的作为是否体现其属性。

吴：从 2018 年开始，你以策展人的身

份参与策划过“cao 火车艺术项目”“时间

之镜——重庆国际实验影像双年展特别计划

Imaging Store”“重庆女性影像展”“重庆

母域发展三部曲影像文献展”等一系列展览，

但策展人对于一般民众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

术语，请谈谈你所理解的策展人的概念？其

重要性何为？你认为一个策展人最重要的素

质或能力是哪方面？

王：我认为策展人是艺术标准和底线的

坚守者，对艺术和艺术活动也充满了深深的

热爱和激情。同时，还要对美学、新闻学、

艺术史等有一定的认识，懂得欣赏真正有价

值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在艺术家与公众之间

架起坚实的桥梁和纽带。

吴：一场展览的最终呈现占展览初步策

划的多少百分比才算是一场成功的展览？

王：如果按整个策展计划来说的话，是

无法按百分比来计算的，但是从最初的学术

定位和格局来讲，85% 的比例较为适合。

吴：你认为策划好一场展览的关键点是

什么？可以列举你策划的展览说明一下吗？

王：我认为策划好一场展览的关键

点，也就是为什么要策划这场展览的出发

点，也是最初的学术定位和表达。如展览

“Imagining Store”就是以视觉艺术之于社

群性建构作为学术研究内核，具有社会性事

件形态以强调艺术充当社群交互媒介的社会

策展项目。并以“想象力的交互”为贯穿整

个项目始终的行为。 

吴：在展览“未来者说”“cao 火车艺

术项目”“时间之镜——重庆国际实验影像

双年展特别计划 Imagining Store”等展览中

你既是艺术家又是策展人，两种身份的融合，

会不会给你的艺术创作提供新的灵感和思考

角度？你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何为？

王：这会提供一些新的灵感，但两者的

思考角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策展人更多的

是要整体地把握一场展览，而艺术家本位则

可以更多地探索自身所感兴趣的点。 例如

在“Imagining Store”里，作为艺术家我可

以将自己特定的想法表达出来，但在策展人

身份之下更多要统筹兼顾整个展览的逻辑。

吴：你在驻留期间是否有新的策展项

目？驻留期间的策展经历给你带来了哪些启

发和灵感？

王：驻留初期我有策划“重庆女性影像

展”。2020 年初有新的策展项目，但因为

突如其来的疫情导致了延期。

吴：你对于自己后期艺术生涯是怎样规

划的？

王：作为一个尊崇理性至上的人，我

认为艺术最重要的依旧是逻辑性和语言合

理性。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需要的是

认知和自知两种习惯，认知艺术的同时也

是自知的开始，而自知带来的觉醒也是对

艺术的新一轮认知，如此循环。这不仅要

求我们有强烈的思考欲望，同时对看待问

题的辩证态度提出了考验。每个人的艺术

启蒙也许都是那些有关天马行空的灵感类

话题，但是艺术绝非仅仅是一种纯感觉的

流溢，而是一种发人深省的认知深度和一

种刻骨铭心的自知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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