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物混搭当代艺术作品，苏州博物

馆的“画屏：传统与未来 ”、杭州工艺美

术博物馆的“女神的装备———当代艺术

@ 博物馆 ”“永远有多远———博物馆 @

当代艺术跨界系列 II”、 ?川博物院的

“物·色———明代女子的生活艺术展 ”、

云南省博物馆的“摩梭 MOSO：家庭·婚

姻·对话”等，无不是国内最近两三年给

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此类展览。单单今

年以来，上海即有宝龙美术馆的 “大美

之颂———云冈石窟千年记忆与对话 ”、

上海大学博物馆的 “三星堆 ：人与神的

世界”之“当古蜀文明遇到当代艺术”展

开文物对话当代艺术的尝试 。 即将于

西岸美术馆揭幕的 “抽象艺术先驱 ：康

定斯基”中国首个大型回顾展 ，恰恰也

印证了混搭式策展趋势的形成： 这个

展览将西方现代艺术抽象先驱的杰作

与中国古代簋 、卣 、甗等青铜器汇集一

堂，其中有五件商晚期至西周期间的中

国古代青铜器展品借展自上海博物

馆———只不过，这一次文物是“伴唱”。

在艺术展览跨界越来越不鲜见的

当下，文物牵手当代艺术缘何格外令人

关注？ 不同于艺术+?技、艺术+时尚等

跨界，文物与当代艺术看似同属于大艺

术的范畴，其实代表了两个极端———文

物作为历史强而有力的物证，指向的是

过去，核心在于物质性 ；而当代艺术观

念性远远重于物质性， 指向的是未来。

有意思的是， 它们又是殊途同归的，文

物发现先人的生活，当代艺术发现未来

的生活，两者的关键词都是“发现”。 这

两者的对话之所以能产生张力，很大程

度上即在于加以并置的它们能够互为

驱动，催化出更多思考的空间。

文物与当代艺术
交叠，对于它们彼此或
许都是一种激活

一方面，以当代艺术作品作为一面

镜子，距今久远的文物对于当下的人们

而言或将拥有可亲可近的“接口”。

尽管博物馆里的文物富含历史、文

化、艺术价值，可读懂它们并非易事。 很

多时候，它们与大众之间的连接仅止于

三行字说明，分别是名称 、年代和来源

地。 而出现在文物展中的当代艺术作

品，像是将文物或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

“转译”，承载了今天的艺术创作者的审

视与理解。 这样的阐释未必权威，也未

必可以说更便于理解，却提供了关于文

物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观众觉得新

颖有趣，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这些当

代艺术作品由策展人或基于展览主题

精心挑选，或邀约艺术家有针对性的创

作， 不约而同呈现出与同展亮相的文物

的紧密关联———或灵感直接来源于文

物，或与文物指向同一个经典母题，借助

于当代艺术的活力来激活文物。

随着这些天三星堆考古冲上热搜，

那些仿若天外来客的三星堆文物，作为

古蜀文明的代表 ， 正为更多的人们知

晓。 前不久亮相上海大学博物馆的“三

星堆：人与神的世界”之“当古蜀文明遇

到当代艺术”， 在以文物概览式呈现三

星堆文明的同时，邀约了近十位青年艺

术家在现场观摩展览中的三星堆文物

之后“头脑风暴”再进而分头创作，提供

了“打开”三星堆文明的别样可能。 名为

《不可闻不可寻》的装置作品，出自黄赛

峰的创意。 悬挂在空中的红、橙、蓝、紫

等炫彩亚克力板上，艺术家用国画技法

呈现着想象中的三星堆生活， 神树、祭

祀台……观众走近作品， 还能从半透明

的材质中窥见自己， 似乎意味着所有的

探索最终都要回到自己的内心， 追问本

源。 三星堆纵目面具及特有的眼睛崇拜

给柴文涛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他用了长

约一分钟的影像作品将遥远的古蜀国人

请到现代人的世界里看看， 以一只放

大的眼睛贯穿全片，并以正负片相

叠加的方式打开历史与今天。

另一方面，将以文物为代表

的传统文化元素作为创作灵感 ，

中国当代艺术获得了内生的动力、

向前探索的底气。

长久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处境有

些尴尬。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

诞生之时起，它就走了一条“向西看”的

路，频频“拿来”西方现代包括部分后现

代诸流派的样式、手法，以至于，它所遭

受的“抄袭”质疑从未停歇。 这样一种艺

术的所谓新貌，很多时候不是文化自觉

带来的，因而中国当代艺术探寻出路显

得尤为必要。 从文化的基因上来探寻，

可谓一种有效路径。 事实上，放眼欧美，

人们不难发现，诸多前卫的当代艺术作

品都不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都离不

开所处地域的土壤或是对于本土历史

文化的不断演练。

苏州博物馆一年多前举办的 “画

屏：传统与未来”上 ，与国内外 14 家博

物馆文博藏品同样惊艳的，是与之并置

的九位当代艺术名家作品。50 ?件文物

围绕屏风展开，这是传统美术中耐人寻

味的角色，把图像 、空间和物品凝聚于

一体。 而展出的当代艺术作品，则让人

们看到虽然屏风这一形式如今退出了

日常生活，却已内化为中国艺术基因的

一部分，生成中国艺术家深层思维中的

持续生命力 。 对于参展的艺术名家而

言，绵长的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他们的灵

感源泉，针对此次展览他们又进一步围

绕屏风并且依据展出环境定制作品。 例

如， 展望参考苏州园林中的花窗形式，

以不锈钢材质创作了雕塑《三个对窗》；

宋冬创作了《水屏》，收集 108 件苏州当

地居民的生活用品作为盛水工具，邀请

观众在水屏上书写； 徐冰利用干树枝、

棉绒、纸条和塑料袋 ，采用屏风的空间

结构， 创作了自成画屏的立体山水图

《背后的故事：仿大痴山水图》……

这种新颖的策展
方式，或许踏准博物馆
原本正在经历的转型

文物与当代艺术的联姻，不仅对于

它们彼此都是一种激活，对于促成它们

携手的场域———通常是包括美术馆在

内的艺术博物馆 ， 同样带来全新的可

能。 并且，这种可能踏准了博物馆原本

正在经历的转型。

当今的博物馆正由 “以藏品为中

心”转向“以观众为中心 ”，被认为不应

满足于自上而下灌输知识，而更应强调

积极的互动、体验、学习，真正将博物馆

与人们当下的生活、社会的未来联系在

一起。 当代艺术作品与古老的文物并置

展出 ， 无论从视觉冲击还是交互体验

上，都碰撞出一种新奇感 ，能够激发观

众更丰富的感受 ， 使其从被动转向主

动，带来更多讨论、想象、思考 、探索的

空间。 哪怕观众的理解各不相同，却都

无疑强化了展品的可解读性。 至于此类

展览究竟能给观众以及博物馆本身带

来多深远的回响，取决于策展的创意。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去年年底结

束的“永远有多远———博物馆 @ 当代艺

术跨界系列 II”， 就表明是邀请观众来

思考的。 近 80 件来自 11 个文博机构的

文物藏品多是墓葬考古及相关遗存物，

表达着素朴的“生死观”，寄寓着古人对

于永生的渴望。 而 20 ?件当代艺术作

品则运用了很多新技术手段，将今人的

思考注入“永生”话题。 跨越古今的展品

以类似于小说情节叙事的方式串联成

参观展线，观众穿梭其间 ，或将开启对

于生命观的思考。 并且由于展期处于疫

情期间， 展览似乎又被赋予更多可以叠

加的个体和社会经验。 这样一种创新的

策展方式， 给这家博物馆带来了超乎想

象的新观众：以约 2000 人为统计样本的

问卷显示， 近七成观众是因为这个展览

而第一次走进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

未来数年间，文物与当代艺术并置

展出应当不会成为文物展的主流，但定

然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这更像是

博物馆与传统范式说再见的一种实验，

探索博物馆如何实现知识生产意义上

的民有、民享和民用。

需要留心的是，文物与当代艺术的

组合格外讲究 。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文

物，首先需要敬畏。 并非所有主题都适

用于文物与当代艺术的连通，并非随便

两件作品都能有效混搭，更不可以创新

的名义让当代艺术成为文物展莫名其

妙的“搅局者”。 文物与当代艺术之间理

想的匹配， 需要推敲并置的逻辑叙事，

这将给策展带来更大的挑战，同时也是

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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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轰动一时的“叶永青事件”似乎
并不太遥远，近来，青海省美术家协会主
席王筱丽（注：现已被停职）又因抄袭掀
起轩然大波。借着屡见不鲜的艺术抄袭，

是时候厘清大众对于艺术创作的一些疑
惑甚至是误解了。这或将解释，艺术抄袭
为何不能被容忍， 艺术创作的魅力又究
竟何在。

临摹、 借鉴素来与抄袭纠缠不清。

它们之间的实质性差别在于目的，抄袭
之所以被诟病，在于它把别人的作品当
成自己的去发表、去获利。 艺术创作中，

临摹非但很难避免，更是必不可少的学
习阶段。 对于中国绘画的传承来说，临
摹更为重要。 古人学书画，都是从临帖
临范本起步，并延伸至提高阶段。 米芾
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称自己的作品是
“集古字 ”，对古代大师的用笔 、章法及
气韵都有深刻的领悟。 不少画家把 “拟
古”视为一种传统，“四王”中的王时敏绘
有《仿古山水图册》，王鉴画过《仿范宽山
水》，王翚则有《仿巨然山水图》《仿王蒙

山水图》，王原祁也有《仿黄公望设色山
水图》，等等。 时至今日，临摹并没有因
为现代系统化、科学化的绘画教学体系
的全面实行而消亡，它依旧保留在专业
学院中国书画的课堂教学中，甚至其课
程内容的设置上就明确指出以临摹的
方式来学习。

如果说临摹是中国书画的一种传
承方式，那么借鉴则是西方艺术的发展
路径 。 古希腊人借鉴了古埃及人的绘
画，我们从仅存的希腊花瓶上看到他们
沿用了埃及人以侧面表现人脸的方法；

遗落在庞贝古城的湿壁画上，我们看到
古罗马人模仿古希腊绘画的影子，并在
透视上延续和发展；而文艺复兴更是一
次大规模的“复古”，艺术家们认为自己
是希腊罗马世界重生的一部分，自觉地
重建古人所代表的一切 ，从建筑 、科学
到雕塑和绘画，全面复兴了古代的形式
和内容。 当然，其中拉斐尔也被质疑偷
了米开朗基罗的画法，提香画的维纳斯
和乔尔乔内的非常相似。 可抄袭这顶帽

子没法扣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都不是
机械而简单的复制，而是各有创新。 古
希腊人把古埃及绘画从千年不变的程
式化中解放出来，奠定了西方绘画的基
本原则。 古罗马人虽然是古希腊人狂热
的追随者，但它的绘画也融入了自己的
特色 。 文艺复兴的艺术家更是八仙过
海， 在西方绘画这棵树上分枝生长，各
自开花。

需要看到的是， 对于艺术家而言，

临摹与借鉴都不是其艺术生涯的终点，

而只是中间段落。 决定艺术家最终能够
跳多高、走多远的，是创新。

创新对艺术家来说，可谓最重要的
内驱力，也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一方面，

时时刻刻将创新放在心上的艺术家自
然不满足于、不需要靠临摹或抄袭实现
自己的艺术理念和想法。 创新的过程是
一种探索。 每一次探索后的创新，产出
的不仅是物化后的作品，更有精神上的
快感和自我满足后的充实。 伴随着创新
得到的情感体验， 有令人上瘾的魔力，

以至于有的艺术家就连重复自己都不
乐意，更不用说抄袭别人。 毕加索一生
都在不断尝试， 不断颠覆性地改变，从
早年的“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到盛
年的“黑人时期”“分析和综合立体主义
时期”，再到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时期”。

当然，毕加索是个案 ，更多的艺术家则
是在某一个范式中进行某些部分或观
念的更迭 ，虽未能达成质变的脱胎 ，却
也在量变中寻求突破 。 极简主义画家
艾格尼丝·马丁的绘画一直在横竖交
叉的线条中栖息 ， 但她还在暖色调背
景对比冷色调格子或二者的对调里 、

以干燥粉笔编织的网格缠住润泽的涂
层间 、 铅笔和画笔描线的粗细疏密变
化中，寻求拓展和延续。 和与她差不多
同时期出道的草间弥生 ， 几乎一生都
在与自己眼中挥之不去的圆点较劲 ，

不断变化形态 、大小 、颜色和媒介载体
的圆点 ， 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立体而丰
满的 “波点女王 ”。 再比如石涛在构图
上力求布局新奇 ，意境翻新 ，或全景式

场面宏阔，或局部特写，景物突出，变幻
无穷。

另一方面 ， 人类要想在与人工智
能的 PK 中胜出，也必定只能依靠强大
的创新能力 。 做基础设计的设计师最
近怕是都有些惴惴不安 ， 因为阿里巴
巴的 “Alibaba wood”和 “鲁班智能
系统 ”已经通过大数据 、体验计算 、感
知增强与计算机深度学习等创新科技
学会了基本的审美和设计 ， 能自动生
成广告片 ，每天完成数千套设计方案 。

人工智能将提升工作效率 ， 颠覆传统
的方式 ，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 ，从设
计辅助的 “仆人”角色进化为设计师的
“合伙人”。不会创新的设计师“下岗”将
成为必然。

当下 ， 各学科间的界限越来越模
糊， 各行业的壁垒早已只剩断壁残垣，

这使艺术的内涵更为丰富，其外延也愈
发得以拓展。 艺术家需要探索的创新，

是形式的创造 ，是材料的运用 ，是技术
的进步，是跨界的融合，是文化的交叉，

是敏锐的捕捉，是深入的挖掘……这背
后有观念的更新 ， 也有对审美边界的
探索 。 杜尚在一只白色男用小便池上
签上自己的名字 ，取名 《泉 》，将其堂
而皇之送去展览 ， 让人产生 “为什么
那是艺术 ” 的疑问 ， 即使看起来像个
骗局 ， 却仍然被记入艺术史册 。 达明
安·赫斯特的标志性雕塑——装在透
明甲醛箱里被浅蓝色液体浸泡着的鲨
鱼，看得人懵圈 ：这不是和解剖标本一
样吗？ 这究竟是垃圾还是艺术？ 这件和
美感不怎么沾边的作品，被认为唤起了
对生命的思考，还成为了当代雕塑史上
的名作。 毫无疑问，他们在艺术观念上
做到了一种创新。

让创新成为艺术创作的内驱和立
足点，创作者或许才不会陷入才思枯竭
的沼泽， 把模仿别人当成救命稻草，艺
术也才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作者为艺术学博士 ，上海大学青
年教师）

黄一迁

当创新成为内驱力
艺术家不会甘于陷入抄袭的怪圈

范昕

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展中引入当代艺术作品， 正在形成
一道展览策划新风景。 如此 “混搭” 不仅接连擦亮大众视
线， 也引发热烈讨论甚至是争议———有人直呼 “令人耳目
一新”， 也有人质疑 “文物的严肃性会不会被消解”。 正因
两种不同声音的存在， 业内认为对于文物携手当代艺术的
理性审视相当必要， 并且颇具现实深意。

文物混搭当代艺术同展并置
大开脑洞背后的现实深意

▲ 前段时间于杭州工艺美术博

物馆落幕的“永远有多远———博物馆

@ 当代艺术跨界系列 II?将历史文物

与当代艺术并置展出，围绕“永恒·永

在·永生?，呈现从古至今关于“生命

观?的认知与表达、实践与想象

荩 一年多前苏州博物馆举办的

“画屏：传统与未来?特展，被认为是

文物展中引入当代艺术作品的一个

范例，以屏风为接口，创造古今对话

的可能。 图为参展文物明代唐寅《李

端端落籍图》局部

荨 “画屏：

传统与未来?特

展特邀九位当

代艺术名家参

与，以屏风为灵

感和视觉资源

展开创作，图为

徐累 《重屏会》

局部

荨 上海大学

博物馆前不久围绕

“三星堆：人与神的

世界? 特展策划了

“当古蜀文明遇到

当代艺术?的展

示 ， 邀约多

位青年艺术

家以当代艺

术创作提供

“打开 ?三星

堆文明的别

样可能。 图为

亮相展览的宋

刚 影 像 作 品

《 三 星 堆·穿

越》截图

荩 亮相 “三

星堆：人与神的世

界?特展的三星堆

文物———铜戴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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