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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的美术展览使美术作品的观

赏群体从小范围的“精英”扩展为公共空

间内的公开展示与讨论。展览活动作为现

当代艺术领域中最重要、最有效的传播方

式之一，在现当代艺术史中占有十分重要

的位置，甚至会成为艺术史中的标志性事

件。桑迪·奈恩在《思考策展》中提到艺

术展览的意义变迁：展览已经成为了大多

数艺术为人所知的首要渠道。而现代意义

的美术展览，离不开策展，以及这种工作

方式衍生出的职业——策展人。

策展人起源于英文“curator”，通常

是指在博物馆、美术馆等非营利性艺术机

构专职负责藏品研究、保管和陈列，或策

划组织艺术展览的专业人员。这一概念发

端于美术物品的管理与收藏，与陈列、研

究有关。但是经过20世纪后半叶，策展已

经演化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和

工作模式。策展人也一跃而成为文化艺术

领域中一种新兴职业。

在中国，当代艺术也伴随着一场场重

要的展览逐渐被公众了解、认知。如1979

年 的 “ 星 星 美 展 ” 、 1 9 8 0 年 “ 野 草 画

展”、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虽

然在当时并未提出明确的策展人身份和概

念，但策展的工作方法已随之萌芽。

当代艺术展览是艺术活动的中心和

重心，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发展完

备，艺术展览的规模和数量与20世纪80

年代相比已然形成了井喷式的发展，根据

ARTLINKART网站的统计，2021年就有

3119场展览开幕。展览，或者说策展工作

本身，已经形成了多样性的发展：不同的

规模、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空间、不同的

传播方式……正如卡洛琳·克里斯托弗-巴

卡尔吉夫所说：“策展人的任务在于发现

于隐藏于社会表象之下的问题，并且将这

些问题转变成展览的主题。”那些被历史

记载的、被学术言说的、被公众热议的展

览，往往是有主题、有概念、有探索、有

先锋、有跨界、有明确意义的展览。而反

过来讲，在展览中，也可以一窥社会、文

化的现状。

本期《当代美术家》邀请5位学者，从

跨学科等角度探讨策展活动对当下艺术发

展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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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宇

大学美术馆跨学科视野下的实验

艺术策展是一个充满实验与探索的过

程，在跨学科视野下不同学科的观点与

功能如何转化为艺术本体，艺术如何对

以往那些学科中固有的技术功能展开不

同于以往的叙事，其他学科的思维与观

看模式如何构建新的艺术视角，跨学科

实验艺术项目如何持续，其组织内部和

基础架构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均需要在

大学美术馆跨学科实验艺术系列项目中

去一一回答……

邱敏

策展人需要思考的是，过去艺术

的存在价值在于稀缺，而数字时代是

一个快闪快销的时代，当人在多维时

空折叠时，艺术变成了一堆海量数据，

新的技术在解决旧有问题时，我们不能

忽略这些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比如空

心化、碎片化、数字垄断、算法霸权等

等。所以，作为策展人，在保持思维迭

代更新与时俱进的同时，也必须有“请

溯其本”的理性反思意识。毕竟，艺术

从古至今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其价值

在于打破理性常规思路，在人云亦云中

保持批判和反思的锋芒……

段少锋

策展人面对的挑战和机遇同时也

是艺术界面对的挑战和机遇，在上述

公共化不断加强的历程中，策展人必

然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走向公共

空间，艺术原本是公众化的私人痕迹，

在中国当代艺术四十余年的历程中，艺

术从主流分流出来，从精英阶层走向大

众，未来这一趋势只会更加明显，对于

策展人来讲链接公共和专业领域的能力

尤为重要，这种链接既是传统策展人的

工作，又是今天公共化时代的艺术转

译。事实上看来，公共而开放一直都是

艺术史的发展线索……

宋振熙

作 为 不 断 实 验 中 的 当 代 艺 术 策

展，新技术带来了新艺术的生产方式，

比如近些年来出现并流行于艺术界的

NFT、元宇宙等概念，它们的到来间

接使得策展实践需要有新的方式与其共

同的创造策展价值用于展示文化。但并

不代表，策展在社会具体现实空间以及

传统艺术的生产模式被取代……

李祯

所谓“附近”，即我们的居住空

间之所在，以及由其延展的生活内容，

这正是由这些不起眼的城市道路构建起

来的关系网络。但由于互联网思维的

深化与算法机制的成熟，人们却对附近

的概念逐渐模糊。然而正是这种“附

近”，让人们和自然保持着紧密的联

结，从中才有了历史中每个元素的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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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钟飚、尹朝阳双个展”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展览现场

以策展书写的当代艺术史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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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持续、融合——跨学科视野下的四川大学美术馆实验艺术项
目策展实践
Diversity, Sustainability and Fusion—Curating Practice of Interdisciplinary Experimental Art Projects 

Implemented by the Art Museum of Sichuan University

熊宇 　Xiong Yu

摘要：跨界、融合，近年来几乎成了各行各业的

热词，单一的专业背景和创作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今天

艺术的多元发展，就大学美术馆的展览策划来说，策

展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性工作，是观念的创造、知识

的生产。这使得大学美术馆的策展研究带有明显跨学

科和跨领域的性质。较传统美术馆而言大学美术馆在

学术上更承担了学术研究与探索的职责，通过跨学科

实验艺术项目的策划搭建艺术家与不同领域学者的交

流与讨论平台，通过平台的设置来为深入的艺术研究

创造条件，通过跨学科实验艺术项目实践推动艺术与

科学的融合，这成为跨学科视野下大学美术馆策展工

作的重点。该文则从“多元与融合”“持续性与实验

性”“框架与边界”等角度切入四川大学美术馆系列

跨学科实验艺术项目，探讨大学美术馆在跨学科视野

下的策展实践。

关键词：跨学科，实验艺术，策展，大学美术馆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ransboundary” and “fusion” have almost become 

hot words in all walks of life. A singl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creative pattern 

are not enough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 diversified art development today. For an 

art museum of a university, the work of exhibition organizing is comprehensive and 

creative due to its creation of ideas and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is makes the 

curatorial research of the university art museum obviously interdisciplinary.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art museums, university art museums carry more responsibilitie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Therefore, it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curating work 

of such art museum to build a platform for exchange and discussion between artists 

and scholars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by developing interdisciplinary experimental art 

projects, t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art research and to promote the 

fusion of art and scie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experimental 

art projects of the Art Museum of Sichuan University and relevant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versity and fusion", "sustainability and experimentation" and 

"framework and boundary”.

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experimental art, curating, university art museums

一、多元与融合：大学美术馆跨学科策展的

背景与条件

大学美术馆跨学科策展是一种多元化

的、综合性的创造性工作，是观念的创造、

知识的生产、认知模式的探索。在这一过程

中艺术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艺术自身领域，

同时也会与其他学科产生紧密的关系。艺术

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实验艺术研究过程中“多

元”与“融合”是一对关键词。首先，“多

元”在跨学科实验艺术项目中有着诸多表

现，表现为参与项目的机构与人员的多元

性，艺术家创作方式的多元性，艺术项目内

在逻辑的多元性，也表现为不同学科认知模

式的多元性。其次，跨学科实验艺术项目的

推进必然涉及艺术与科学的跨学科融合，在

项目中对这种融合的探究不只是在艺术创作

中简单地对科学与技术的应用，而是在不同

学科认知模式碰撞下的多元探索，艺术家与

科学家之间需要进行深入的交流与沟通，通

过搭建实验艺术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学术交流

平台和传播渠道建立学科间真正的关联，并

通过交流合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融

合。这种融合以开放、多维度、多样化的方

式集合不同学科知识背景的专家学者，共同

促进实验艺术的创作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

其他学科的思维逻辑和观看方式，必然会影

响艺术观念与思考模式的发展，进而促进艺

术发展，拓展艺术的边界。

“艺术”这一概念发展到今天已经成

为一个非常宽泛的学科概念，在生活中艺术

无处不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事物或

语境都有可能与艺术相关，也正因为如此，

实验艺术项目在与不同学科的融合过程中，

才产生如此多的契机。在这个趋势里艺术本

身更像是一种思维工具或手段，可以被不同

的学科所承载并相互关联，进而产生新的艺

术形态。综合大学在学科的“多元”方面有

着自身优势，比如四川大学的学科就涵盖了

全面的文科、理工科等各专业领域，四川大

学美术馆开展的跨学科实验艺术项目正是依

托综合大学的学科优势开展的策展实践。在

四川大学美术馆策划的系列跨学科实验艺术

项目中，艺术已经与医学、生命科学、历史

学、社会学、哲学、博物馆学、考古学、计

算机语言、视知觉等学科领域展开合作。这

些项目的开展，都不只是单次的艺术活动或

展览，而是具有持续性的项目。在跨学科实

验艺术研究上，四川大学美术馆从五个方

向展开工作：第一是艺术与医学，第二是

艺术与生物学，第三是艺术与视知觉及计

算机美术，第四是艺术与博物馆，第五是

艺术与社区。

二、持续性与实验性：四川大学美术馆跨学

科策展项目的特性

四川大学美术馆策划的跨学科实验艺

术项目的开展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艺术活动

或展览，而是具 有 持 续 性 的 学 术 策 划 项

目。比如四川大学美术馆与博物馆的合作

已经开展了五次，艺术与医学合作的相关

项目也深入持续了一年多的前期实践，目

前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策划跨学科实验艺

术项目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实验艺

术项目的持续性呢？因为四川大学美术馆

在与其他学科展开跨学科合作实践中发现

“实验”与“持续”这两个关键词紧密相

关。在实验艺术项目策划与推进、探索的

过程中我们往往无法预设一个结果，预见

某种艺术作品的诞生，而是需要一直保持

跨学科实验艺术的“实验性”，这种“实

验性”需要一次次的尝试来实践，在这一

过程中，会有学科之间的交流、讨论、融

合 ， 各 方 的 参 与 人 员 共 同 推 进 项 目 的 进

程 ， 有 可 能 在 过 程 中 会 面 临 无 数 次 的 失

败，也有可能会获得局部的成功或者新的

工作启示。这正是四川大学美术馆在策划

跨学科实验艺术项目时一直保持持续性与

实验性工作方式的原因。

跨 学 科 策 展 需 要 项 目 的 策 划 者 或 发

起机构建立一种持续的发展模式，能够在

艺术实验中通过一定的研究逻辑来展开艺

术作品的创作和发展研究。实际上，艺术

与任何一个领域的合作，工程量都是非常

巨大的。比如艺术与生物学科的合作，会

涉及到生物艺术、艺术与生物的关系、生

物组织、生物认知、细菌、有机物、生命

进程、生物材料、生命科学和新媒介等话

题，这并不是一个展览或者一个项目就能

说得清楚的，任何一个跨学科实验艺术领

域实际上都存在非常广阔的合作领域，对

这一未知领域的探索保持持续性的工作是

这一研究的必要条件。

2021年四川大学美术馆启动的艺术/设

计与心理学的跨学科实验研究，这是四川大

学美术馆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心理卫生中

心一次跨学科的深入的合作，由四川大学艺

术学院、四川大学美术馆、华西医院心理卫

生中心、艺术与医学健康研究中心共同促

成。项目将分为3-5个阶段，发掘艺术、设

计与心理学科领域融合的边界、重叠的疆

域，探索可能的共同的问题。这个项目从

2021年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一年

半左右的时间里刚好完成两个阶段的项目总

1. 白旺，《变异“海马体”的植入——人体芯片器官研究计划》，计算机影像，2015，图像来源：四川大学美术馆

2. 李雪，《侵蚀》，综合材料，尺寸可变，2016，图像来源：四川大学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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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不同的项目阶段

间是一种递进的关系，而非简单的重复。期

间艺术家花了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几乎每

天跟着医生去病房查房。项目过程中每一件

艺术作品的讨论都有医生和病人的参与，并

进行深入的探讨。而在这个过程中，艺术的

创作方式会脱离我们以往的概念。有些艺术

家在参与的过程中，到后来似乎已经不是在

做一件艺术作品了，而是在参与一场有关艺

术的疗愈活动；而有的艺术家仍然会提出需

要保证艺术创作的纯粹性，以此展现出一种

多元丰富的创作思路。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

定期进行总结和分析以顺利地进入到下一阶

段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很难设定项目最后

完成的时间，只能设定工作模型，艺术家和

参与者都在这样的工作模型中推进工作，最

后这个模型会产生一些成果，可能是作品、

一系列行为或者是一种新的艺术工作方式，

在项目过程中工作模型也会不断修订、不断

迭代升级再进行工作的推动。这样的活动更

像是一场大型的“艺术实验”，没有时间限

制，而是一个缓慢推进、慢慢孵化、生成的

过程。

三、框架与边界：四川大学美术馆跨学科策

展项目中的基础实践框架

跨学科实验艺术项目的基础实践框架是

一个系统性的、关联性的框架，它确保了规

则被执行，项目运行之初对“基础结构”的

设想和实验，可以带领人们进行对于未知艺

术形态的思考。四川大学美术馆在跨学科研

究推进之初会做一个基础的项目分析，参与

者在不同学科背景下进行讨论或举办讲座，

比如在艺术与医学的项目中，艺术学院的学

者会给医学的参与者做关于艺术创作方法及

观念的介绍，也会对艺术项目基本概念作阐

释，而医学方面的学者则会给艺术项目的参

与者做相关的医学讲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

会推进第一阶段的艺术与医学跨学科实验艺

术项目，这一阶段项目的工作总结则又会通

过研究性的展览和研讨会来呈现，最后再对

项目中的文献进行整理和出版，而在文献整

理出版的过程中对于之前实验艺术项目的反

思又会反过来推动实验艺术项目，并给出下

一个阶段实验艺术项目推进的目标。四川大

学美术馆跨学科实验艺术项目策划之初，会

出一个工作关系的逻辑导图，给不同的参与

者提供一个引导性的逻辑线索，这个逻辑导

图对于跨学科研究非常有帮助。因为大多数

其他学科的学者对艺术项目的工作方法和研

究方式不太了解，这就需要这样的逻辑图来

厘清自己的定位，也厘清参与项目的基本工

作方式。比如：跨学科艺术与心理的项目当

中，参与者有艺术家、医生、设计师，甚至

还有病人，大家是一个融合的整体。而策划

实验性艺术项目首先要把这个项目的基本逻

辑讲清楚，而不是为了实验而实验，为了跨

界而跨界。这就需要首先搞清楚大家各自的

定位、各自运行的方式。艺术家在艺术与心

理的项目当中提供的艺术思维作为研究手段

和解析工具，艺术作为情感共情的纽带，艺

术家则会在这个项目中起到重要的阐释作

用。这个阐释作用跟医生的阐释作用是相对

应的，医生则在这个项目中作为判断者和解

读者。艺术项目中病人进行艺术创作的过

程，或病人参与艺术项目的过程中，会发生

很多的细节，比方说病人会用图像来表现一

个事物，但是对于医生来讲往往会缺乏图像

思维方面的共情的专业判断，这时艺术家反

而会对一些行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会通过

色彩或笔触判断这个病人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心理状况，同时设计师则会对这些图像进行

阐释并据此再进行情感设计。项目中的艺术

工作坊作就是艺术家进入心理临床医学场

域，与医生、患者产生创作关系的方式，是

艺术家在陌生学科领域进行探索、自我感知

的方式，也是开展艺术疗愈效用的学术性研

究的重要基础。

而在艺术与博物馆项目中，艺术家介入

博物馆和文物的创作则成为剖析和互通对话

的入口，展厅中当代艺术作品与文物的并置

展示，互文的呈现方式促使艺术维度与传统

文化维度产生重叠、生发效应、生发意义。

我们知道博物馆往往呈现一些具体的藏品，

这些藏品带有一些固有的物的属性，博物馆

通过展览对这种物的属性进行解释和注解。

而这些传统藏品的固有的物的属性对于艺术

家的意义则往往不止于其之前被博物馆界定

的固有意义。在大多艺术家的思考中会扩展

物的概念，进而带来更为丰富的全新的认知

和经验。项目过程中博物馆与艺术家的合作

一方面能够通过艺术的魅力吸引更多观众参

与，另一方面可以从艺术的角度重新探索这

些固有的藏品的意义。这样的创作过程打破

了固有的博物馆只是向访客展示藏品的模

式，而变成艺术家、访客和藏品之间共同构

建起新的知识生产模式。

大学美术馆跨学科实验艺术项目是一个

多方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互相之间提供需

求与可能的过程。不同的项目主体在同一个

跨学科实验艺术项目进程中，可以设计出好

几套项目逻辑推进，因此任何一个领域的跨

学科实验艺术项目在跨越学科边界之间都有

着广阔的探索空间。

结语

大学美术馆跨学科视野下的实验艺术策

展是一个充满实验与探索的过程，在跨学科

视野下不同学科的观点与功能如何转化为艺术

本体，艺术如何对以往那些学科中固有的技术

功能展开不同于以往的叙事，其他学科的思维

与观看模式如何构建新的艺术视角，跨学科实

验艺术项目如何持续，其组织内部和基础架构

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均需要在大学美术馆跨学

科实验艺术系列项目中去一一回答，而已有项

目的实施与讨论无疑也为跨学科实验艺术项目

的理论架构提供了反思和反应的空间。我们

应该从过去的项目中学习基本经验，然后进

一步思考如何为未来的跨学科实验艺术的发

展和推进做准备，在项目策划中则需要进一

步地思考跨学科实验艺术的基础逻辑结构，

并使之支持艺术的多元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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