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中国的双年展活动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

延续至今的只有上海双年展。王林作为1996年首届上海

双年展的策展人，一直坚持开启、推动当代艺术活动的

初衷，继上海双年展后，策划了首届“重庆青年美术双

年展”（2009）和首届“重庆国际实验影像双年展”

（2018—2019）。关于双年展的制度、发展等问题，

《当代美术家》邀请王林专门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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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ennale in China started in 1990s, however, only Shanghai Biennale 

still keeps alive. As the curator of The First Shanghai Biennale 1996, Wang Lin has 

always insisted o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starting and promoting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related activities. Then he curated First Chongqing Biennial for the Young 

Artists (2009), First Chongqing Experimental Visual Art (photography &video) Biennale 

(2018). Contemporary Artists interviewed Wang Lin on the instit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ien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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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国当代艺术的推动者
——王林访谈：关于双年展模式的对话
To Be the Promoter of Contemporary Art
—Interview with Wang Lin: Dialogue on the Mode of Biennale

王林  Wang Lin

《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您在1996年策划了首届上海双年展。当时国

内的双年展还很少，官方对当代艺术也没

有现在的认可程度高。是什么原因促使您

在20世纪90年代策划、筹备了首届上海双

年展？

筹办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当时

上海美术馆没有做过这样大型的综合性展

览，所以我在上海呆了好长一段时间，住

在一个美术馆的小房间里面，从头到尾帮

他们策划、组织这个展览。那个时候中

国大陆的美术馆系统还没有形成策展人概

念，后来是在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的时候，

上海美术馆追认我为首届上海双年展的策

展人，这里得说声：“谢谢了”。

当：朱小钧老师在《上海双年展发展

脉络》一文中提到，上海美术馆在1996年

对双年展的态度是“某一件作品的取舍不

重要，双年展的持续举办最重要。一定要

让双年展活下去。”您作为策展人，当时

对上海双年展的态度是否也是这样？ 

王：1996年的第一届上海双年展以油

画为主。当代艺术最主要的类型除了架上

艺术以外，是装置、影像和行为。1989年

6月以后，中国美术馆明文规定，装置不能

参加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对于上海首届双

年展，我们做了两个突破性的安排：一是

邀请了三位上海籍的国际艺术家——谷文

达、陈箴和张健君参加首届上双展，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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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以下简称“王”）：双年展

是一个持续性的、非盈利的大型学术性展

览。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地区

只有两个没有成型的双年展——吕澎做的

广州双年展和张晓凌做的北京双年展，但

是这两个双年展都只举办了一届，再无下

文。我觉得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双年展能够

持续举办，这样才能形成双年展的历史积

累过程。

1996年前后那一段时间，我跟上海艺

术家来往比较密切，就向上海美术馆提出

了策划双年展的构想。当时上海美术馆的

馆长是方增先，他是画国画的艺术家。但

老先生比较开放，我和徐虹一起去找方老

先生，提出要做双年展。方老先生便委托

我做一个关于上海双年展的策展方案，当

时为上海双年展拟了十来份文件。我认为

上海特别适合建构一个持续性的双年展机

制，上海有接受现代文化的基础，上海市

民对艺术的态度很开放，而且有自己的判

断力。当年我印象很深，首届上海双年展

的时候发行首日封，很多上海市民让艺

术家签名，当时收藏首日封的多达50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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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来做装置和影像，谷文达和陈箴做的是

装置作品，张健君做的影像作品。另外，

我还安排组织了材料作品，有的也可以叫

做绘画性装置或装置性的绘画。比如周长

江等的作品，把材料性、装置性的绘画作

品纳入其中，就是为了增强展览的当代属

性和视觉效果。 

展览开幕的前一天晚上，本来一切

顺利。突然接到通知，要把龚学平先生

的前言撤下来。这有什么问题？很严重

吗？不知道。上海美术馆和我半夜赶到现

场，担心万一不能开展，那怎么办？当时

要求装置性的画作都要撤下来，但我说参

展艺术家的名单已经公布，如果哪位艺术

家没有参展，没法交代，我坚持让所有艺

术家都应参展。比如陈箴的大型装置作品

《三十六计》，因为用了上海老式马桶，

馆长担心有问题，让陈箴换成塑料桶。

陈箴很不高兴，把他作品的题目改成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给陈箴讲，

能把装置作品拿到上海美术馆，摆进展厅

里面，就是一个进步。走为上计，可以朝

外面走，也可以朝前走，我们还是要推动

中国当代艺术往前走。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艺术总是在突破边界，突破那些固有

的、充满成见的东西。后来陈箴很认可我

的说法，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当时也做了很多准备，包括邀请中

央电视台来报道，邀请上海市的老书记来

观展，给他做导览。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

的，就是赢得博弈的胜局。文化前沿的东

西，必然要跟既成现实发生相互碰撞、

相互博弈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在不

违背底线的情况下把事情做成，这需要勇

气，也需要智慧。如果首届上海双年展被

取消，就意味着可能要延迟好多年，才能

做成类似的、能够持续的双年展。为了让

展览机制能够建立起来，做些有限的妥协

是必要的。

第一件上海双年展以油画为主，第二

届以国画为主，但是其追求国际化的宗旨

在一开始的览策划案中就有明确的表述。

到了2000年，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完全成

型，达到国际展览规模，邀请了很多国外

的艺术家参展，还有不少外围展。尽管对

上海双年展有不同的看法，但已经形成上

海双年展的基本体制和展览规模。 

当：部分文章认为首届上海双年展

最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您对这种说法是

否认可？国内艺术基金会的制度还不够完

善，双年展的资金支持该如何保证？

王：上海双年展的经费，最核心的部

分还是政府拨款，以此保证展览的基本运

行。其他的赞助和投资资金，更多的是为

了让展览做得更漂亮，规模做得更大、效

果做得更好。

我觉得一个双年展，一定要有相对稳

定的机构来主办，比如卡塞尔文献展的经

费，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卡塞尔政府，

出三分之一的钱；二是文献展经营的收

入，比如卖画册、衍生品等；三是赞助，

因为卡塞尔文献展成为了品牌，有了吸引

投资的基础，这是品牌效应。上海双年展

就是一个品牌，目前来说，中国最有品牌

的双年展仍然是上海双年展。 

上海双年展给中国大陆树立了一个

样板。但仍然有两个问题，一是前沿性、

学术性不够，还不是一个引领文化前沿的

双年展，比卡塞尔文献展有不足，对这方

面我是有批评的。第二，上海双年展品牌

的影响力现已形成，但更多的还是一个样

式，是一个国际展览的架势，这个架势很

有派头，其学术针对性缺乏锐度、没有真

正具有力量的学术话题。

当：2009年，您在重庆策划了首届重

庆青年美术双年展，您将重庆首场当代艺

术双年展定位在“青年”的原因是什么？

王：我常年生活在重庆，我在上海策

划过双年展，我想还是应该给重庆人做点

事情。重庆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我希望

在重庆做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双年展，于是

以青年为名头。重庆作为一个年轻的直辖

市，有四川美院的艺术影响，可以借助青

年艺术创作的力量，所以定位在青年艺术

上。第一届展览规模就很大，在会展中心

用了1万平米的展厅。 

但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后来没有形

成一个很好的展览线路，交给不同的人去

做，没有形成持续性的学术构想，没有方

向感。当然这个双年展还在继续，还走在

争取形成品牌的路上。 

当：2018年，首届重庆国际实验影像

双年展开幕。这是继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

后，您在重庆策划的第二个双年展，从作

品形态到展览形式都比较新颖，这是否是

您对双年展策划活动的新的尝试？

王：我在重庆策划的第二个双年展是

重庆国际实验影像双年展，是想从另外一

个角度来入手，异军突起。因为影像艺术

是今天最重要的文化类型之一，而且影像

创作主体主要还是年轻人。我分别做了A计

划和B计划展览，在传统美术馆空间实施A

计划，在黄桷坪社区实施B计划。这么做，

就是要让它突出当代艺术文化意识，不只

是一个样式化的展览。尽管难度大，但是

我们联合了黄桷坪的许多艺术机构，集结

成为一股力量。大型展览在某种意义上

讲，其作用就是聚集艺术的力量，特别是

青年人的艺术创造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的进步在艺

术领域表现得最充分的，就是艺术家的个

人创造力得到某种程度的呈现和认可。从

艺术家自我表现开始突破禁区，逐渐让艺

术家的个人创造力发挥出来。个人创造力

的发挥，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现代性文化

的核心，因为现代人格必须建立在个人自

由的基础上，个人价值受到尊重，专业作

用得到认可。所以，去推动当代艺术的发

生、推动当代艺术的进程，也就是在推动

中国文化的不断进步。

我做的事情，都可以说是“推动”。

重要的不是成功的绚丽，而是发生的过

程。因为只有不断地推动当代艺术的发

生，我们才能把中国今天的文化进步呈现

出来，使我们所经历的历史有形成趋真向

善的方向感。我想这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去

尽力而为的事情。

当：您认为双年展的学术性和交际

性，应该强调对公众的吸引力，这二者该

如何平衡？

王：我们可以比较世界上知名的双年

展，卡塞尔文献展是从1945年开始的，后

来改为五年一届，一直是很专业的展览，

有很明确的学术方向，就是要把二战以后

欧洲文化的新动向体现出来。

威尼斯双年展的历史更长，意大利

人对市场经济也比较看重。他们的主题

展，主要体现展览的学术性。威尼斯双年

展有两个特质：第一，双年展本身是非营

利的；第二，它带有旅游性质，有旅游城

市文化活动的性质，所以它有国家馆展、

平行展。前段时间平行展有点混乱，但是

他们也在调整，平行展学术性的要求更高

了，而且数量有所控制。 

根据威尼斯不同的展览场地，他们

把双年展做成了艺术节，又增加了电影节

#3

#4

3

1996年王林策划“首届上海双年展”时

在上海美术馆住所与荷兰策展人利赫女士交谈

4

尚扬

大风景诊断之三

布面综合材料

173cm×200cm

1995

1996年第一届上海（美术）双年展参展作品

Special Topics
话题

10 11



和建筑双年展，整个展览确实有一种艺术

嘉年华的感觉。威尼斯本身就是一个旅游

城市，他们这样规划和策划，也没什么不

好。威尼斯是东西方连接的起点，这样一

个涵盖、聚集着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展览，

要求它达到卡塞尔那样的主题性、学术性

是不现实的。但是威尼斯双年展也开始更

强调专业化，实属必要。威尼斯双年展提

供了一个让全世界的自由策展人和艺术家

都可以去施展创造力的地方，这是很好的

事情。 

中国很多艺术家一度对威尼斯双年展

很有热情，过去认为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就

是成功的标志。我策划威尼斯双年展平行

展“未曾呈现的声音”，邀请了160多位

艺术家参展。我希望大家不再把参加过威

双年展就当做成功学案例。中国是一个大

国，有那么多艺术家，西方看到的那几个

人不能代表中国，也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当

下文化状态，还有好多优秀艺术家没有呈

现出来。我策划平行展的初衷，就是要让

中国当代艺术更多更广、创作创新的状态

能够呈现出来，让全世界看一看中国艺术

家丰富的创造力，而不是仅仅从权利和资

本出发去看待艺术、艺术家和艺术作品。

我始终在做中国大陆当代艺术不断发生的

推动工作，对中国现实状况而言，推动比

收获更重要。

上海双年展毕竟是由美术馆举办的，

是一个白盒子的展览。这样的展览特别要

避免过度的官方化和行政化。国际化并不

是唯一的理由，因为即使百分之九十的

参展艺术家都是外国人，也不等于提出了

当今国际文化最前沿的问题。重要的还

是要提出真正的学术问题，提出具有国际

意义的学术问题，双年展的核心就是要有

国际国内问题的针对性。其学术话语权，

应由策展人、批评家组成的学术机构来

选择。如果只是行政决策，不是学术决

策，很容易就会变成嘉年华盛会，只是

一个热闹场面。

做展览，要尊重个人创造力，尊重个

人就是尊重现代人格，尊重当下在场。

当：首届重庆实验影像双年展，您在

黄桷坪社区举办，出发点是否也是尊重个

人创造力？

王：是的。中国现在真正的艺术现

场，就在社区之中。社区有民间、有基

层、有不同层次的人群。文化意识一定要

有民间立场，也就是公民立场。现代社会

是一个公民社会，公民应有自主权和独立

性，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乃是艺术

所必须的。 

当：国内双年展在近30年的发展中，

从无到有，取得了巨大变化，当然也有

部分双年展未能形成延续性的机制。您认

为，合格、成功的双年展应该具备哪些要

素？国内的双年展活动如果想继续发展，

要取得更大的影响和更高的水平，应该完

善哪些机制？

王：我觉得双年展一定要有学术方

向，要有问题的针对性。这个话题不是空

泛的，话题一定是针对问题的话题，这是

前提。第二，要有持续性，没有持续三届

的双年展，没有形成基本体制，大可质

疑。第三，双年展应该品牌化，品牌是淘

汰出来的，但品牌化不等于商业化，因为

双年展是学术性、非赢利的。可以曲径通

幽，但不能靠双年展去赚钱，目的一旦是

赚钱，这个双年展就毁掉了。

持续性、品牌性、学术性，再加上问

题意识，这些是最重要的。学术性就要求

有问题意识，持续性就是品牌塑造，这里

强调的是品质和规模。这里我建议目前可

以在国内做一些专门性的双年展，比如说

实验影像双年展、装置艺术双年展，行为

艺术双年展、乡村状况双年展、中国三、

四线城市文化动向双年展等等，通过专门

化和专业化，集中在某一个点上，可以做

得更地道、更成熟、更有文化现状的研究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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