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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成为全球艺术地图上日益显赫的地标
近 150个艺术展在一个月内密集登场，海外大牌艺术机构、艺术家纷至沓来，一个全新的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呼之欲出———

本报记者 李婷

▲正于上海复星艺术中心举办的辛迪·舍曼首

个中国个展现场

▲正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禹步———

第 12 届上海双年展”现场

▲佳士得 2018 上海秋拍预展现场

“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世界重要艺

术品交易中心之一”，这是“上海文化品

牌三年行动计划”“上海文创 50 条”为上

海勾画的蓝图之一。如今，随着一系列重

量级艺术博览会的密集登场， 美好的图

景已清晰显现出来。

龙现代艺术博览会、 上海艺术博览

会、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西岸艺术

与设计博览会相继落下帷幕， 上海青年

艺术博览会等又接档而来。 在上海当代

艺术博物馆、龙美术馆(西岸馆)、复星艺

术中心等艺术场馆里，上海双年展、法裔

美国籍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的亚洲

首次回顾展、殿堂级美国摄影师辛迪·舍

曼的首个中国个展如约而至……据统

计，今年 11 月在申城举办的各类艺术展

览有近 150 个。 规模化效应形成的强大

艺术磁场， 吸引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

艺术爱好者打着“飞的”前来，“一站式”

看展和选购艺术品。

显然， 如今的上海已成为全球艺术

地图上日益显赫的地标， 它所呈现的勃

勃生机，让业界为之惊叹。伦敦泰特现代

美术馆馆长弗朗西丝·莫里斯说：“欧洲

艺术产业百年才走过的发展道路， 中国

十几二十年就完成了。”上海市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李向阳坦言， 如今上海的美术

景象，在他 20 多年前入行时完全是“做

梦都想不到的事”。

为什么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都将目光

投向上海？ 上海缘何能成为美术文博展

览活动的集聚地？在采访中，来自全球的

艺术家、藏家、画廊从业人员、艺术爱好

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两个关键点：完善

的文化设施和良好的艺术生态。 而这背

后，是上海近年来的一系列努力。

顶级资源聚集
托举上海博览会展业的井喷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上海的美术创作

和美术事业步入了一个姹紫嫣红、 前所

未有的发展时期。

40 年间，上海艺术品市场亦不断升

温扩容，尤其步入新世纪以来，博览会展

业蓬勃发展，渐成井喷之势。 1997 年，上

海艺术博览会创办， 见证了中国艺术市

场从弱到强的历程。近年来，上海廿一当

代艺术博览会、 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

等一批新兴的博览会成长迅速。 今年第

六届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 在短短

四天内接待的观众数逾八万。 来自全球

18个国家及地区 103 家顶级画廊齐聚一

堂。开幕不到两小时，Pilar Corrias画廊带

来的一件视频作品便以 150 万欧元的高

价售出；卓纳画廊展品开幕第一天几乎售

罄……“上海真是个神奇的地方！”首次参

展的卡斯明画廊总监姜天岳发出如是感

叹。 这家来自纽约的老牌画廊首次试水

中国内地市场， 带来罗伯特·印第安纳、

乔尔·夏皮罗、 伊万·纳瓦罗等艺术家的

作品大受欢迎。“中国大众藏家对艺术品

的欣赏、品鉴能力之高，出乎想象，完全

达到了国际水准。 ”姜天岳说。

与喜人的成交量相比， 更引起学界

关注的是， 海外知名艺术机构和艺术家

近年来纷纷把上海作为中国、亚洲乃至全

球的首展地。殿堂级美国摄影师辛迪·舍

曼在上海复星艺术中心举办个展， 带来

的不仅是这位当代摄影大师的九件新作

的全球首展，也是世界当代艺术家“朋友

圈”“上海时间”的刷屏。

有专家认为， 国际顶级艺术资源聚

集上海这座文化码头， 彰显了上海文化

品牌的能见度和吸引力。 而让业内格外

重视的是，在为国际画廊、海外艺术家搭

建平台的同时， 上海的艺术博览会展也

努力扶持本土艺术家，为“文化源头”建

设添砖加瓦。比如，今年的上海艺术博览

会推出了多个学术指导性很强的特展，

如青年艺术推介展、“破冰·时代” 特展、

“激活的勾皴点染———11 位新锐艺术家

的笔墨实践”等，更把第 12 届“中国美术

批评家年会”请进了会场，美术批评家、

艺术学者汇聚上海， 共论中国当代艺术

发展的路径。 由八位全国著名的批评家

精挑细选的“中国青年艺术家推介展”力

荐新人，成为艺术新生力量的助推器。

在陈佩秋、周慧珺、鲍志强等名家的

领衔之下， 全国千余位艺术家的作品日

前汇聚首届龙现代艺术博览会， 向人们

集中呈现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创作面

貌，涵盖国画、油画、书法、雕塑、瓷器、紫

砂、篆刻七大类。

而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 是目前国

内唯一专门针对青年艺术家作品展示的

艺术博览会。 该博览会主要面向积极推

广青年艺术家的画廊和坚持艺术创作的

44 岁以下青年艺术家。 除了展会期间评

选出相关的奖项、设定相关的激励，还持

续性推出贯穿全年的青年艺术扶持计

划、海外驻留计划、国内国外专题巡展、

艺术沙龙品鉴等， 努力建构和完善青年

艺术家持续成长发展的生态链。

产业政策引航
为前进步伐注入澎湃动力

在上海努力迈向国际艺术品交易中

心的进程中， 为前进步伐注入澎湃动力

的，是近年来相关政策的引航。 2017 年

底出台的“上海文创 50 条”明确提出：发

挥艺术品产业在传承历史文化和推动业

态创新中的带动作用， 形成上海艺术品

产业整体优势， 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世

界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

文化品牌是一座城市的金字招牌、

重要标志， 承载着城市精神品格和理想

追求。 2018 年 4 月，市委、市政府印发了

《关于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加快建

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提出

全面打响“上海红色文化品牌、上海海派

文化品牌、上海江南文化品牌”三大主攻

方向，明确十二大专项行动、46 项抓手工

作以及 150个重点项目。 这之中，包括了

建设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 未来，人

们将清晰地看到这些目标成为现实：加快

推进浦东外高桥、徐汇滨江艺术集聚区建

设,支持艺术类文化创意园区发展,鼓励举

办环艺术院校艺术集市；支持上海艺术博

览会、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上海廿一当

代艺术博览会、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

世界手工艺产业博览会等发展； 激发朵

云轩等本土艺术品交易品牌活力； 大力

发展艺术品电子商务； 争取上海自贸试

验区开放政策试点, 积极引进国际知名

艺术拍卖公司和艺术博览会。

2018 年 5 月， 市委宣传部等 11 个

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促进上海艺术品

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再次提出要扩大

艺术博览会影响力。“鼓励国内外知名艺

术博览会机构在上海注册并开展实际业

务活动。 ”“对世界顶级艺博会来沪举办

展示交易会予以场地空间和资源支持及

通关便利、保证金减免、跨境支付与结算

等政策支持……”一个个利好消息传来，

让业界备受鼓舞。

今年， 沪上还首次设立促进上海艺

术品产业发展资金， 共扶持 15 个项目，

包括上海艺术博览会、 上海青年艺术家

培育平台建设、2017“同路而行”系列活

动等。

“同一时间内，有这么多个高质量的

艺术博览会密集推出，如此受大众欢迎，

这样的景象在纽约、 巴塞罗那也不可多

见。”参与上海双年展创办过程的李向阳

深刻地感受到， 这座城市对当代艺术的

理解与接纳程度， 正呈现不断上升的趋

势。 “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为例，很多

展览与欧洲同类展馆相比，也是零时差、

毫不逊色的”，李向阳说。 刚刚结束的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大批中国当

代艺术新品集结亮相， 向世界展示了上

海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设施布局完善
构筑起城市美学的丰富色阶

“为什么越来越多世界级艺术家、艺

术机构愿意将中国首秀、 亚洲首秀乃至

世界首秀选在上海？ 这是他们对于上海

城市文化艺术氛围的最大认可。 ”在中华

艺术宫执行馆长李磊看来，这一切的前提

是上海领先全国的文化设施布局， 丰富

了这座城市的美学“色阶”，“有了这个物

质和人文基础， 才能促进文化消费需求，

进而形成文化产业的美妙风景。 ”

正在龙美术馆 (西岸馆 )举办的 “永

恒的丝线”，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这

是法裔美国籍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

的亚洲首个回顾展。据策展人拉瑞特·史

密斯透露， 之所以把这个展览放在上海

展出，是看中了龙美术馆的独特空间，它

的建筑设计极具戏剧性，与布尔乔亚的作

品风格相得益彰。 在龙美术馆的地面一

层， 观众可以看到布尔乔亚生命最后 20

年的作品；借由向下的楼梯漫步至地下空

间， 依次回顾她 1940 年代到 2000 年代

的代表性作品。而得益于龙美术馆的开阔

建筑空间，使得布尔乔亚的最大尺寸的几

件作品可以同时亮相。尤其是在一楼悬挂

的高达七米的铝合金情侣雕塑作品，更是

全球范围内的首次展出。

艺术空间共享
升腾城市文化的浓度与活力

近些年在上海， 无论国有还是民营

美术馆，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统计数据

显示，沪上的各类美术馆已从 2012 年的

34 家增加到如今的 89 家， 发展速度在

全国首屈一指。 这其中， 除了中华艺术

宫、 刘海粟美术馆等耳熟能详的地标式

大型美术馆， 还有很多小而精的特色美

术馆于中心城区星罗棋布， 甚至覆盖部

分远郊地区。

“无论什么时间来上海，都可以在美

术馆找到喜爱的展览和活动。 ”从美国游

学归来的石小姐感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本市美术馆共举办展

览 610项，教育活动 2497 场，观众达 493

万。 而仅国庆七天假期，就有 33.8万名观

众走进这些美术馆，欣赏 101 场展览，参

与 103 场公共教育活动。 闲暇时间走进

美术馆，已经成为不少市民的生活方式。

今年 8 月上海推出了 “1+16”美术

馆市民共享计划，以刘海粟美术馆为主会

场、全市各区的 80余家美术馆为分会场，

让美术馆资源合作共享、优势互补。 申城

地铁沿线“美术馆连连看”等新颖多样的

活动，将美展开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

“上海不断拓展的公共艺术空间，升

腾着城市文化的浓度、文化的活力，继而

吸引了更多的文化资源和资本要素，这

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李磊说，对标国际

一流的艺术品交易中心， 上海已有坚实

的基础和稳健的步伐。 下一步的努力方

向是“聚集更多国际化人才”。 100 多年

前， 全世界有创造力的人才都往巴黎聚

集，使那里成为艺术之都。 五六十年前，

纽约也因同样原因领跑全球艺术中心。

上海应对标巴黎、纽约，进一步提升城市

管理水平，为艺术人才的生存、发展提供

良好的社会环境， 吸引他们扎根这座城

市，释放艺术才华，助推上海成为国际一

流的艺术品交易中心。

▲前不久落下帷幕的第五届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首次以“双馆”模式亮相，吸引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 43 个城市超过 110 家画廊参展

■ 为什么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都
将目光投向上海？ 上海缘何能成为美
术文博展览活动的集聚地 ？ 在采访
中，来自全球的艺术家、藏家、画廊从
业人员 、艺术爱好者 ，不约而同地提
到了两个关键点：完善的文化设施和
良好的艺术生态。 而这背后，是上海
近年来的一系列努力———

在 “上海文化品牌三年行动计
划”“上海文创 50 条”中，这样的蓝图
令人振奋———“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
世界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弗朗
西丝·莫里斯说：“欧洲艺术产业百年
才走过的发展道路，中国十几二十年
就完成了”。

右图：今年第六届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

览会，在短短四天内接待的观众数逾八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