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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背景下的艺术媒体
Art Media in Academy

银小宾  Yin Xiaobin

Abstract: Hubei Institue of Fine Arts Journal(Academic Fine Arts), as the 

important platform of artistic research and creation, broadcasting and discussing 

the information of fine arts , has witnessed and promoted the artistic career of the 

nation, therefore, it is the significant power of academy’s ar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Executive editor Yin Xiaobin elaborated Journal of Art Academy’s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a spe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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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北美术学院学报（刊名《学院美术》），

作为美术类专业信息传播、理论争鸣、美术研究与创

作的重要平台，有力地见证和推导了我国美术事业的

深刻变革与观念创新，是学院美术教育发展与变革中

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力量。执行主编银小宾，就学报

这一特殊艺术媒体的定位、发展等问题，表达了自己

的思考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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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您本

科、研究生，包括博士，学的都是国画，更

多的身份其实是一位艺术家。是什么样的机

缘，让您进入了《学院美术》工作？ 

银小宾（以下简称“银”）：我以前在

中国美院。当时，湖北美术学院要引进一个

人来主持学报工作。他们当时有这么一个构

此，有人认为学报不需要发行量和广告带来

的经济效益，也就忽视了艺术批评与社会大

众之间的桥梁作用，更倾向于小范围的学术

讨论。美术学院的学报是否应该更倾向于高

端、小范围的学术研究？您对此怎么看？ 

银：对于做艺术媒体来说，这是现在大

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从发行量等方面来看，

学报属于小众媒体，带点精英味道，但也有

想——《学院美术》是一本美术类的期刊，

如果光从理论上来把握还是不够，因为美术

类期刊会涉及到对很多美术作品、视觉图像

的辨识和把握。湖北美术学院院领导们很希

望能找一个既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对图像和

美术作品又有一定把握能力的人。通过一些

了解，以及跟我本人的一些接触，他们觉得

我比较合适。我以前没有太多的介入过媒

体，基于这种机缘，我想也不妨试试看。因

此，我在2008年就来到了湖北美术学院。 

当：从2008年您进入艺术媒体这个行

业，到现在8、9年的时间，在艺术媒体行业

的从业经历中，有没有切实感受到作为媒体

人的职责或者力量？ 

银：学校的学报，跟社会上的媒体相对

来说有些不一样。《学院美术》不仅是单纯

地从事刊物的编辑工作，湖北美术学院的很

多的学术活动，都交给了编辑部来完成。我

们也就免不了非常多地参与跟艺术现场、艺

术事件有关的活动。在推介艺术家、艺术作

品方面，我们有一个栏目叫做“关注”，关

注新的艺术形式、新的艺术家，或者新的艺

术现象和艺术事件。但是这个栏目力度是不

够的，它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小的板块。 

当：对于大多数艺术媒体来说，生存

问题是首要的。能否维持正常的经济运转，

是关乎艺术媒体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但对

于美术学院的学报来说，有学院足够的经济

支持，并不需要过于担心经济上的压力，可

以更专注于学报质量的提高。不过也正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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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非常尴尬的境地。比如说社会上的艺术媒

体，为了生存，或者为了一定的发行量和读

者群，有的时候，难免有迎合大众趣味、大

众胃口的嫌疑，这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如果

要在经济上保证杂志的生存、运行，它会更

加关注市场的需求。那么往往就很难坚持自

己的办刊宗旨或者办刊的定位，纯粹性就会

打折扣。

不管怎么说，媒体还是要争取到最大

限度的阅读量和阅读群，才有它的意义和

价值，如果躲进小楼，自娱自乐，从性质上

来说，便失去了媒体的特征。因为艺术媒体

本身除了为业内人士提供交流和对话平台以

外，它更多是一个推介平台，如果没有受

众，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也就失去了媒体的

意义和作用。

同时，因为学报不受市场和功利的干

扰，也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纯化媒体学术的

作用。因为市场干预，或者说是经济上的、

资本上的干预，以及经营上的困境，必定会

带来办刊质量、

学术纯粹性等方面的缺失。如果免除了

这种后顾之忧，办刊人会更加关注刊物的主

旨和质量，学术的高度也会更加纯粹。学报

如其他刊物一样也出现了两难的境地，现在

完全属于小众、精英的模式，包括很多优秀

的学报期刊，像中央美院的《美术研究》、

《世界美术》，他们的发行量也下降得很厉

害，我们也是。大家都在想办法调节学报与

大众和精英之间的关系。但是，目前看成效

还是有限的。

现在倒是有一些社会上的刊物，有非常

强劲的资本做支撑，不用靠发行量来维持它

的运转，维持它的生存。同时又请了非常好

的办刊人，他们把刊物的学术品质、定位把

握得非常好，也非常纯粹。他们比较好地解

决了这些问题，一方面经费来源更多地依靠

企业其他的收入，而不是刊物的发行量。同

时，主办企业或机构的经济实力雄厚，也能

够招聘到非常好的团队来做刊物，保证了刊

物的品质。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不管从刊物

的形象、学术品质、纯粹性、推动力、影响

力来说都不错，发行量反而越来越大。我想

以后学报是不是能够放下架子，吸收一些民

场的规律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不该误读市

场。

当：您觉得艺术媒体的生命力，应该在

哪个方面？是准确的读者定位？还是严谨的

学术态度？或者是其他的方面？ 

银：这是一个综合的因素。一个刊物办

得成功，应该对几个因素都有准确的把握，

要有比较周密的谋划。因为一个刊物，不管

它办得怎么风生水起，它不能包罗万象，

肯定要有准确的市场定位，也要有严谨的学

术态度，有独立精神。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刊

物，这几个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也能得到大

家的认可。

这几个方面是联动的关系，一方面做

得好会带动其他方面发展，定位准确（定

位准确是一种配套的准确，包括文章选用的

准确，文章质量和高度的准确，受众群体的

准确），刊物做得有质量，保持自己的独立

性，会带动发行量，资金问题也会解决。这

就能为刊物提供很好的资本保证，同时也会

吸引更多更好的编辑人员。所以一方面做

好，就会联动地带动其他方面，越做越强越

做越有品质；如果哪一方面没做好，也是一

个恶性循环，直到最后做不下去。比如前段

时间，《美术文献》垮了，实际上就是办刊

人的定位不准确，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每年都有许多新的媒体诞生，也有许

多已有的媒体倒闭。这种现象蛮值得我们关

注和讨论。怎么来把握办刊所涉及到的方方

面面的关系？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能仅仅

停留在理论上来讨论，要根据现实条件和情

况来思考和设计。比如：已有的市场条件，

已有的体制环境，已有的编辑团队特点，以

及新的社会文化语境等。总之，要进行具体

的、切合实际的分析与探讨。

当：您对《学院美术》有没有改版的大

致想法？ 

银：学报和大众媒体不一样，大众媒

体相对来说比较独立，我们相对来说话语权

会受到学校的制约，学校要把他们认为最好

的资源、最好的配置，放在他们认为更值得

关注的地方。现在高校包括艺术院校，很多

问题都亟待解决，所以我们学报放在这样一

个环境里面，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当然我

们做这份工作，会把它看得非常重，但是处

在一个大的环境里，有时候刊物质量很难保

证。因为受到体制的制约，我们想要引进一

些我们觉得非常合理的、有效的市场机制来

调节它，但实施不了。所以总的来说我对这

个现状既能理解，但是又很悲观。学报既要

保持学院媒体的特色和独立性，严谨的学术

态度，同时受其他媒体的冲击越来越大，压

力也越来越大，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有

些方法在目前这个环境下就实施不了，这是

一个大问题，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得了

的。我们学报之间以后应该做一些专门性的

讨论，这是很有必要的。 

当：您觉得艺术媒体这个行业，有哪些

吸引您的地方？ 

银：我虽然做艺术媒体的时间不长，

但还是对它很有感情，尽管我们现在发展

空间狭小，话语权也不够，但是相对来说，

还是算一块比较单纯，有操守的地方。尽管

各个院校的办刊方向都不一样，每个学校有

每个学校不一样的定位，但是相对来说还是

比较有独立精神的。有一些学者、艺术家相

对来说比较纯粹，他们在很坚持地做自己的

学问。实际上一个刊物有那么一小部分的得

到，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在这么浮华、

这么功利的社会里，要求太高显然不现实。

所以我对学报还是很有感情的，自己也有一

些成就感，做出了一些有成效的事情，也通

过这个平台结识了一些有共同信念的学者、

艺术家、朋友。

间的方法和经验。

当：这可能是属于学报特有的一个困

扰。

银：对，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学

报应该和大众的艺术类刊物，有不一样的地

方。最起码在刊物的学术品质上还是要保持

它的高度，保持它的纯粹性，这方面我觉得

是应该坚持的。

当：有人认为艺术媒体是当代艺术的

话筒、扩音器。学报依附于美术学院，为学

院的学术成果、学术活动做宣传也是职责之

一。您怎么看艺术媒体自身的定位？您觉得

艺术媒体除了话筒和扩音器，应该还有什么

其他的功能？ 

银：媒体肯定要有传播功能，这是一个

刊物、一个媒体的主要功能之一。但是，学

报这种类型的刊物还有另外的功能，那就是

交流、对话、研究。在学术圈里，学者与学

者，艺术家与艺术家，批评家与艺术家，他

们有对话和交流，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艺

术家们通过自己的作品，给理论家、研究者

们提供一定的资讯，或一定的资源；理论家

们的批评、梳理、研究和讨论也给艺术家们

带来新的创作思路，推动新的艺术经验、艺

术方式、艺术方法。应该说，艺术媒体的功

能不完全是扩音器、传声筒，另外一方面的

功能——交流、对话、研究，也是非常重要

的。 

当：说到媒体的功能，文献功能也是不

可忽视的。比如我们想了解80年代中国当代

艺术一些重大的事件，翻看当年的《美术》

杂志就能很清晰地了解。80、90年代我们

国内的艺术媒体数量比较少，当时信息比较

集中，但是随着艺术产业的发展，现在媒体

的数量越来越多，逐渐产生了比较杂乱的现

状，质量参差不齐，形式各种各样。您怎么

看待这个现象？

银：实际上，文献功能属于研究功能

之一。给别人提供研究的资源也好，文献

也好，首先，要有一定的学术高度。现在很

多文献是伪文献，没有很客观的、很有学术

把握力度的、准确的历史眼光来对待艺术事

件和艺术现象。当然也不用担心，媒体处于

一个大浪淘沙的历史进程中。最后流传下来

的是认可度相对较高，文献意义相对较大，

具有一定学术准确度，能够进入艺术史的刊

物。有些媒体，尽管在某一方面会有一些声

色，但最终，在历史的进程中还是会被淘

汰。真正研究艺术史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把

握，有自己的判断。我认为应该把这些留给

历史去判断，因为我们现在离它太近，很难

说哪个刊物有价值，哪个刊物没有价值。 

当：80年代还没有艺术市场，艺术的发

展，主要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在艺术

媒体上很清晰地体现了出来。但是现在艺术

一方面受政治、批评的影响，一方面受市场

的影响，而且市场因素的影响范围和力度很

大。现在艺术媒体的声音比80、90年代要稍

弱一些，艺术发展的声音转到了资本方面，

转到了艺术市场方面，您对这个问题怎么

看？ 

银：我觉得首先对市场的概念要有准确

的认知。大家一谈到市场，就觉得它跟追求

金钱效益，跟很庸俗的利益价值挂钩。但实

际不是这样，所谓市场的概念，从本质上来

说是由各种合理因素构建的一种艺术生态关

系。我们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并不是

进入了一个唯利是图的状态，市场经济实际

上包括可持续性发展，包括构建合理的经济

环境，市场经济真正的意义是按照某种学科

类别自身发展规律来办事。我们经常讲一门

学科的发展有几个阶段，比如说艺术被金融

绑架，被政治绑架，被资本绑架，或者被宗

教绑架，这种现象就属于他律的状态，而不

是自律状态。真正的自律状态是按学科自身

的逻辑来发展，通俗地说就是按市场规律来

发展，这是一个很广义的市场概念，并不等

同于仅仅跟资本金钱挂钩。我觉得我们应该

从这些方面来认识市场，而不要误读，也不

要很片面地理解。

市场综合了很多因素，比如优秀的艺

术媒体既要有学术的严肃性，又要有很好的

沟通平台，毕竟文化还是为大众服务的，不

能几个艺术家和批评家自娱自乐。从宏观来

说，艺术其实是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一门学

科，所以必然要建构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

要照顾到很多方面，要按照自身的规律来做

刊物、做艺术。所以如果我们遵从大概念的

市场规律，总比单一地被其他东西绑架更合

理一些，比如我们古典时期被宗教绑架，在

某种时期被政治绑架，在资本时期被金钱绑

架，这些都不符合艺术的构建。艺术遵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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