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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到西方城市旅行，最大的感受是，从机场开始，酒店、咖啡厅、餐厍、游客中心、观光景点⋯⋯都有
各种各样免费的刊物、宣传页在大量散发，向你介绍城市所有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它们的展览内容
、开放时间、收费标准等等。
在城市的地铁、社区、道路或是公交车站，常常会有不同文化、艺术活动的宣传广告，你不由自主地
就想加入其中。
无论是市民还是游客，博物馆，美术馆不知不觉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你走进各类博物馆尤其是美术馆，会看到各种各样有趣的人：银发老者，穿校服的中学生，大队的
旅行团，小情侣，带着孩子的家庭，表情严肃的中年人，奇装异服的朋克青年，撑起画架的爱好者⋯
⋯你会觉得，博物馆好像一条神秘的通道，联结了不同肤色、不同年纪、不同背景甚至不同时空的人
。
正是基于这两点感受，或者说这两点感受在中国所遭遇的“落差”，我在2004年带着一种好奇和梦想
接受兼任今日美术馆的馆长。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未来能够完整地拥有我喜欢的美术馆氛围。
5年来，中国的美术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软件、硬件（尤其是硬件）上都在不断地发展。
虽然还有差距，但在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日渐丰富的文化氖围和日渐增多的成功展览，让我感觉
到“落差”在缩小。
我不断地看到了“美术馆时代”的希望。
然而，随着对美术馆业的了解以及对实践的深入，我不停地又会有“美术馆断带”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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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属于美术馆的时代。
中国的美术馆，无论国有、民营，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前进着。
在全球化及文化去中心化两种截然相反的共同发展的文化趋势作用下，围绕文化扩张和文化个性展开
的美术馆发展与艺术创作将呈现越来越丰富的形态；在世界经济多元化发展（如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
）及新一轮经济危机的考验中，美术馆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状况。
大众对美术馆所扮演的教育、休闲、娱乐甚至精神救赎的角色日益倚重，使对展览品质的要求将取代
对数量的追求，同时也将使美术馆与创意产业、地区经济、文化观光的关系日益密切；各类科技的高
速进展，也将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美术馆的面貌，包括管理、展示与教育等各方面。
    笔者结合中国第一家民办非企业美术馆今日美术馆的成长经验，围绕着美术馆之基业长青，对世界
美术馆发展的脉络、趋势，国际化的运营模式及美术馆游戏规则，国内的文化艺术政策及风向做了相
关的汇总与梳理，为中国的美术馆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供中国的美术馆及博物馆业同行参考、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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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子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推广中心主任，兼今日美术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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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部分　绪论第一章　认识美术馆第一节　什么是美术馆在中国，“绘画”的概念由来已久
。
早在南朝时期，谢赫的“绘画六法”便提出了我们今天看来仍然比较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
不过，“美术”一词却是个舶来品。
它最早由蔡元培先生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译自日本，是泛指包括音乐、诗歌等在内一切表达人类情感的
艺术门类的总称。
其后，美术从艺术的概念中分离出来，专指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以物质材料为媒介，
在空间开展的视觉艺术。
英语中的“art”，既泛指一切艺术门类，也用来专指所有艺术门类的一个部分——美术，甚至美术中
的一个方向——绘画。
博物馆源自西欧。
在英语中，Museuum这个词是指“缪斯的崇拜地”（缪斯在古希腊神话中主司智慧，传说由九位掌管
不同艺术门类的女神组成），它的意思是说，博物馆是一个向公众展示智慧、展示知识的地方。
美术馆，直译为Art Museum或者Museum of Art，也就是艺术博物馆——中国一直沿袭着建立于1929年
的国立中国美术馆（现在的江苏省美术馆、也是笔者所知中国最早采用美术馆这一名称的艺术博物馆
）的称呼——美术馆，正如科学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是博物馆的一个细分。
最早的博物馆雏形，要追溯到古罗马帝国将战利品摆放在公共场所供人参观；笔者所知最早的博物馆
，是1591年前后意大利佛罗伦萨美弟奇（Medici Farnily）家族的收藏馆；17到18世纪之间，在平等主义
精神的背景下，西方宫廷、贵族、教会的部分藏品陆续向公众开放，是早期博物馆的萌芽；世界公认
的现代博物馆的模型，是18世纪下半叶设立的卢浮宫博物馆（Louvre Museum）。
当时正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君主制刚刚结束，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宝，原本只属于皇室、神殿和私
家内设的秘藏，终于成为老百姓可亲身体验的对象。
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博物馆终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来到世
间，她代表着人类民主与文明的力量，成为人类迈进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
在美国早期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中，博物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被新移民奉为可能取代宗教的机构，成为
建立一种家庭和社会价值的重要纽带。
世界上第一批博物馆专业人士——卢浮宫的工作人员为今天博物馆的成型打下了基础。
他们为了将展览做得更“专业化”，不仅考虑开放的时间，更要考虑展览陈列的教育功能。
藏品按照流派和风格的发展分类布置，组成了人类-法国文化艺术与历史发展的脉搏，世代参观者得以
领悟继承。
卢浮宫的公开展览模式被欧洲各国效仿，大型、公共、综合性和具有教育功能的博物馆从此开始大跃
进式地发展。
同时，在18世纪末的欧洲，美术学院、美的观念、美术史的观念、艺术创作（脱离了定制）、艺术市
场都纷纷出现。
博物馆在艺术分类上的完整性与独立性也越来越强，艺术博物馆——美术馆在博物馆的基础上应运而
生了。
18世纪末撒下的种子，在美术馆成长的一百多年里相互促进演化。
渐渐地，美术馆不仅仅展出人们公认的艺术大师的作品，也致力于发现、赞助和解释新的艺术家。
尤其是二战后，美术馆在内容、数量、功能、角色、文化社会地位上的发展日新月异。
美术馆成为一个涉及美术创作、美术收藏、美术品社会接受与推广、审美教育、美术评论与研究、美
术的社会管理的综合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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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术馆》为中国第一本“做”美术馆的书。
中国的美术馆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探索时期，即在世界博物馆业对博物馆业发展方向的探索、当代艺
术对发展方向的探索、中国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艺术文化体制一尤其是非营利文化事业单位发
展一的探索、中国民间资本对设立艺术的赞助与投资的探索这四方所汇聚的结点之上。
这重重探索也是重重创新。
几年的美术馆运营，我深感到创新的动机、鲜明的使命、有效的管理及自身运行模式得到观众及全社
会的支持是一件多么重要而困难的事。
我们在这样一个时期和情形下，与大家分享中国第一家民办非企业美术馆今日美术馆的成长经验，围
绕着美术馆之基业长青，对世界美术馆发展的脉络、趋势，国际化的运营模式及美术馆游戏规则，国
内的文化艺术政策及风向做了相关的汇总与梳理，为中国的美术馆发展提出了建议，供中国的美术馆
及博物馆业同行参考、批评、指正。
在一次一次对原始材料和书的结构、内容、思想、意义的探讨中，每每有所得，我们不仅会问自己，
还会认真计算，如果早看清这一点，今日美术馆可以少走多少弯路，这些一弯路大约价值几何，下一
步我们该如何作出有效率的调整，所付出的力量与所得到的价值是什么，谨以此书献给热爱美术馆、
从事美术馆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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