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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要有殿堂气派的建筑 ， 到

进入 “后 SHOPPING MALL” 时代的

商圈 ， 近年来 ， 美术馆呈现出一种新

趋势 。 从经济社会学上来说 ， 后现代

消费社会的形成 ， 让美术馆无可避免

成为了一个兼具艺术消费功能的场所。

这让原本远离商业的美术馆 ， 开始假

设商业体给自己带来的利好 ： 美术馆

植入商业体内 ， 将对观众流量乃至美

术馆衍生品销售产生增量的可能。

例如日本的森美术馆 ， 像在一个

大商业体中树起一座艺术灯塔 ； 分布

于北京、 上海、 广州等地的 K11 购物

中心 ， 也在生活消费的商业体中开设

美术馆 ； 人们熟悉的例子 ， 还有淮海

中路上的时尚商场 TX 淮海， 它完全让

艺术成为购物中心的主导 ， 提出 “策

展型零售” 的概念。

事实上， 从 2000 年以后当代型美

术馆最初的几个案例中 ， 可以提炼出

本土美术馆与商业并轨发展的思考 。

像上海多伦路上的多伦现代美术馆 ，

伴随虹口区的规划将多伦路打造成文

化旅游和产业的一条街 ， 形成城市特

色街区与产业地带 ， 并以当代美术馆

作为文化配套 ， 最初的属性是国企出

资 ， 委托第三方民间运营 。 从北京到

上海 ， 还有两座老牌当代型美术馆不

约而同与地产开发有关 ， 一座是成立

于 2002 年的今日美术馆， 与北京苹果

社区的地产项目相结合， 一座是 2005

年开馆的证大现代艺术馆 ， 与上海联

洋社区的地产项目相结合。

地处大商业区的美术馆实践 ， 并

非一开始就能赢得更多观众 。 其实早

年证大现代艺术馆虽然设在大拇指广

场 ， 对面是家乐福 ， 周围一圈餐饮很

多 ， 但去商场 、 超市 、 餐饮的市民一

般是不会进美术馆的 。 2015 年以后 ，

参观美术馆的人才越来越多 ， 通过展

览内容设计来拉动观众成为可能 ， 这

在上海形成一道景观。

在过去的美术馆学观念中 ， 在商

场内设美术馆一般难以得到认同 。 像

2015 年上海喜盈门国际建材品牌中心

落成后 ， 特别请了一位法国设计师 ，

设计了云艺术中心 。 这是一个从墙面

到照明完全符合 “白盒子 ” 美术馆要

点的空间 ， 当时业内不少人却讽刺它

将美术馆搬进建材市场 。 建材市场为

何不能拥有美术馆 ？ 后来广州还有菜

场美术馆等社会实践项目 。 更何况这

个建材品牌中心其实是新的当代建筑，

专售价格不菲的品牌建材 ， 到这里选

购装饰材料的人群邂逅艺术并不违和，

此前这一艺术空间也举办过德加展 ，

后来这一有着专业展陈条件的美术馆

还是因商家入租而关停了 。 从人文的

角度来说虽然感到可惜 ， 可从商业逻

辑上来说 ， 这类商场本没有公共文化

服务的义务 。 紧接着 ， 这一中心实施

了直接利用商场来举办当代艺术展的

计划 。 其特点是 ， 不单单摆放一些作

品 ， 也通过展览在商场中开展讲座 、

论坛等公共教育 ， 让顾客有了不经意

与艺术家 、 评论家对话的机会 。 展览

的作品也既根据商场空间又根据商场

顾客特点而策划 。 像由马琳 、 倪卫华

联合策划的 “云之空间实践”， 提出当

艺术介入商场如何与顾客发生关联的

思考 。 当时 ， 女雕塑家李秀勤的木结

构装置 《触云 》 置于商场休闲区 ， 顶

部是几朵云的造型 ， 这是艺术家通过

与盲人合作后 ， 对触感投入人文情感

而创作的 ， 商场空间很高 ， 中心处直

通楼顶 ， 这件作品布置在那里被认为

特别合适 。 而林森的 《冷水 》 雕塑 ，

题材人物来自游泳的日常市民 ， 作品

不大 ， 雕塑的市民有的站在跳台上 ，

有的坐在救生圈上 ， 一下子让这个空

间富于动感 ， 这倒是名副其实的商场

中的市民化公共艺术。

当艺术家的作品离开固定的美术

馆空间而来到商场 ， 其作品所处的现

场完全是剧场化的 。 这样为剧场化而

创作可展示的作品 ， 反而使得艺术家

的灵感和多维度思考在实践场所得到

展现 。 这样一种价值是双方面的 ， 既

有商铺存在于艺术环境中的价值 ， 也

让艺术在与商铺空间及空间中人们的

对话中产生价值 。 这个时候艺术作品

承担起在商业社区现场进行公共教育

的功能 ， 当然也可以让这个商铺兼而

有美术馆的功能 。 接下来要考量的 ，

其实是策划人和艺术家 ， 需要为商业

空间引入什么样的作品 ， 让它们如何

作为中介与顾客产生链接。

从社区艺术理论上来说 ， 商场艺

术展其实更需要被鼓励 。 地产 、 文化

商场和旅游景观中的美术馆 ， 形成

2010 年以后上海当代型美术馆落地的

由头 。 在上海 ， 除了工业原址可向文

化园区转型 ， 社区商业体同样附带文

化便民的属性 ， 但通常我们见到 ， 社

区商业体中往往有市民书店而没有社

区美术馆 。 我认为 ， 在社区美术馆的

实践中 ， 其实颇为适合在社区商业体

中的小型空间进行艺术实践 ， 把美术

馆的大展览拆成小展览 ， 大空间拆成

小空间 。 比如在马桥镇和吴泾镇的满

天星商业广场 ， 就设有满天星艺术项

目 ， 不但测试在社区商业体中的艺术

展览过程 ， 而且推动青年艺术家 。 吴

泾满天星艺术项目办过一个名为 “流

动于城乡之间 ” 的展览 ， 展出了不少

能与市民互动的装置作品等 ， 展览空

间是临时用美术馆专业展墙的方式搭

建和分割的 ， 对标 “建构十五分钟社

区生活圈”。 当社区商业体拥有社区美

术馆 ， 形成十五分钟 “艺术社区 ” 生

活圈变为可能。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

让美术馆通往商场，与大众共舞
王南溟

当艺术家的作品离开固定的美术馆空间来到商
场， 其作品所处的现场完全是剧场化的， 反而使得
艺术家的灵感和多维度思考在实践场所得到展现 。

这样一种价值是双方面的。 这时艺术作品承担起在
商业社区现场进行公共教育的功能， 也可以让这个
商铺兼具美术馆功能。

观点提要

博物馆分众化服务渐成业内探索
的重要方向 ， 并且愈发趋向精细化 。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带来对于精神
文化的进阶需求 ， 越来越多的观众走
进博物馆 。 流量的增加也带来观众的
多样化和观众需求的丰富化 。 基于观
众的差异性 ， 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
适合的服务 ， 正在引发全球各地博物
馆的 “头脑风暴 ”。 而人们或许想不
到 ， 借力数字化 ， 恰可让博物馆的分
众化服务翻开新的篇章 。 它的方向甚
至可以是量身定制 ， 让人人乐享属于
自己的那道独一无二的艺术大餐。

分众之路：

从珍奇室到公众深
度参与的博物馆策划

博物馆为公众提供着海
量的资源， 观众们可以在这
里有目的性地开展研究 ， 并
完成自我知识体系的构建 。

而博物馆的发展史， 从某种
意义上说， 就是一部走下神
殿、 拥抱观众的历史。

早期博物馆是物的堆
积———密集陈列的 “珍奇室”。

虽然观众在此能够感受到新
奇事物的冲击 ， 世界的广
阔， 未知的浩瀚， 但徜徉在
其中时， 如果确实想借此掌
握更多知识， 仍需博物馆以
展览为媒介为他们梳理出构
架来。 有些观众还需要在讲
解员的带领下， 按照某一路
线参观， 帮他们梳理知识脉
络。 博物馆逐渐发展出各具
特色的展览和导览服务。

随着博物馆参观人数的增加 ， 贴
近观众的多元需求 ， 不断提升服务 ，

成为业内共识 。 例如苏格兰的维京人
博物馆采用空间分离式分众设计 ， 将
展馆按功能分成不同展区 。 第一展厅
设置为最 “硬核 ” 的考古发现区 ， 偏
重对该地区考古遗址感兴趣的观众 ，

专业度较高 。 第二展厅则综合运用视
觉 、 听觉和嗅觉手段 ， 是偏重普通观
众的沉浸式体验区 。 第三展厅展现考
古发掘的物证 ， 将第二展厅的体验内
容和考古发掘进行联系 。 在这个展厅
里还为儿童设置特别的学习空间 ， 有
工作人员化装成维京人 ， 向孩子们
“现身说法 ”。 在博物馆中单独开辟儿

童的专属学习空间 ， 是我国博物馆尝
试空间分众实践时越来越爱选择甚至
成为 “标配 ” 的做法 。 同样在空间层
面上 ， 利用将展签高低错落地布置 ，

用展板上鲜艳的颜色和可爱的图案吸
引儿童观众 ， 划分出特别的内容 ， 则
是越来越多展览爱用的标签分离式分
众手法。 在参观路径上如果做分离 ，

就是当下非常流行的分龄化导览 ：

在同一个展厅中 ， 抱着不同目的的
观众通过选择不同的导览 ， 得到来
自不同视角的讲解 ， 各自得到精神
上的满足 。

与博物馆分众化服务不可分割的，

是越来越深刻的观众研究 。 除了观众
调研 ， 更得益于观众广泛参与到博物
馆和展览的策划中。 例如 V&A 博物馆
邀请观众参与博物馆活动的策划 ， 首
都博物馆的策展团队更是进一步邀请
观众参与到展览的策划中 。 这使得博
物馆的服务越来越贴近观众的需求。

螺旋上升：

从众策博物馆到 “解
锁”自己的专属展览

进入数字时代 ， 博物馆将再走一
次从 “珍奇室 ” 到精细化分众服务的

升级之路， 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当前很多博物馆已经利用多种形式向
观众开放共享了馆藏数字资源。 例如，

2019 年故宫 “数字文物库” 上线， 迄
今已公布 26 个大类下 6.8 万件文物
的高清文物影像 ； 荷兰国立博物馆已
在公共领域出版了 40 万件世界著名作
品 ； 生物多样性遗产图书馆向公众提
供世界上最大的自然科学教育档案 。

数字技术使博物馆得以向公众公布馆
藏文物的数字资源 ， 浩如烟海的资源
为满足公众自主学习研究提供了丰厚
的基础 。 它就像早期的珍奇室 ， 努力
将所有展品摆到观众面前。

然而很多观众虽有自学的动力 ，

却苦于尚未建立特定的学习目标 ， 需
要博物馆为其提供灵感或引导 。 这样
的观众 ， 可能会被浩瀚的文物海洋所
淹没 ， 面对海量的信息有探索之心却
不得其门 。 因此 ， 数字博物馆的进阶
版呼之欲出。

借助数字技术 ， 以 “海量文物 ”

加上 “时空复用”， 向观众提供分众化
展览 ， 我想这将给人惊喜 。 数字技术
使博物馆可以将更多藏品展示出来 ，

再加上受众需求的多样化 ， 需要对应
“海量” 的展览。 这对于传统博物馆来
说难以企及———普通展览的排期布展，

有其自身规律 ， 难以频繁换展 ， 策展
人力和布展资金也有限 。 而当展览中
的展品和展签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
时 ， 可以很好地解决展览的快速更替
问题 ， 大大降低布展成本 。 这就使得
在有限空间 ， 利用数字技术 ， 更多的
展览可以被呈现出来 ， 让抱持着不同
需求的观众能够获得更多的选择 ， 感
受到更多的思想激荡。

如果策展工具足够好用 ， 更多观
众将参与到数字展览的策划和制作中
来 ， 形成 “众策博物馆 ” 之势 。 近年
来 “虚拟策展 ” 概念方兴未艾 ， 中央
美术学院的 “虚拟策展实验项目”， 即
运用数字技术 ， 结合策展专业教学 ，

由学生进行虚拟策展 ， 使大量展览的
策划思想得以具体 、 形象地建构在虚
拟的空间中 。 除了专业领域 ， 在娱乐
领域 “虚拟策展 ” 的概念也有广泛应

用 ， 并得到很好的效果 。 “占领白墙
（Occupy White Wall） ” 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 这是一个大型多人在线
游戏 ， 玩家可以建造和管理自己的创
意博物馆 ， 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和大
都会博物馆等地的藏品作为其中的展
品。 通常博物馆每次展览只有至多 5%

至 10%的馆藏可以得到展出 ， 并且是
少数策展人以个人的知识加上对观众
的理解 ， 对馆藏进行挑选和组合来呈
现的 。 而在 “占领白墙 ” 中 ， 策展成
为群体行动 ， 每个人都是自己创意空
间的策展人 ， 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布
置创意性展览， 展示给 “同好”。 系统
通过 AI 技术对用户参与水平进行研
究 ， 令人意外的是 ， 比起当下博物馆
热衷展出的梵高的绘画 ， 荷兰艺术家
Carl Alexander 的数字画更受欢
迎 ， 并被更多人选择放进自己的展览
里 。 这也让我们再次看到 ， 观众广泛
参与策划的分众化展览 ， 可以给我们
带来更多惊喜。

事实上 ， 这样的虚拟策展还没有
体现出藏品背后蕴含的知识信息 ， 这
需要更多的研究人员贡献出他们的知
识储备和学术成果 。 当一套方便易用
的策展工具被开发了出来 ， 从展柜 、

展品到展板都是电子的 。 观众可以调
取海量高清藏品二维影像和三维模型
作为 “数字展柜 ” 里的展品 ， 并在数
字展板上展现阐释性文字 ， 快速布置
一个展览 。 可以想见 ， 更多加入到策
展工作中来的人们 ， 将呈现更加海量
而丰富的展览 。 当更多人的知识和藏
品所代表的人类智慧得以展示 ， 其结
果将带来知识的碰撞和意想不到的发
现 。 而不同时间展览快速切换 ， 观众
们将获得 “量身定制 ” 的展览 。 更多
人参与的策划 ， 更多知识的展现 ， 更
多智慧相碰撞 ， 将为博物馆带来勃勃
生机。

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之下 ， 观众将
看到更多收藏在博物馆中的珍藏 ， 更
多贴心而丰富有趣的展览 ， 而博物馆
将成为更加吸引人的第二课堂。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博物馆进阶之路：从“分众”眺望“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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