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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成员或其他社会领域所“公认”的［7］。当艺术品已

经确认有相当高的“艺术高度”时，也要同时考虑公共

利益的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对原件所有人通知

义务的设置才会更加合理。

四、结论与前瞻

我国艺术市场短时间的快速发展忽略了交易秩序的

形成，使得美术家在市场交易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更具复

杂性。而在美术家权益保障，特别是美术家作品参与艺

术市场流转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和精神的体现——美术家

获酬权方面，我国在立法上未给予过多关注。我们认识

到美术家权益很难单靠某一部单行法律法规来解决，必

须靠多种法律法规协同加以调整。但当前为艺术领域单

设一部综合性的艺术法耗时过长且并不现实。所以我们

建议重视行业协会的作用，由行业协会倡导签订书面寄

售协议，这是柔性手段；通过行政法规或规章先行对书

面寄售协议进行规定，继而在时机成熟后将法规的核心

精神和规定引入法律层面，这是强制手段。

其次，无论是在寄售模式下签订的协议，还是在其

他情形下签订的书面协议，美术家都需对其中的条款内

容进行关注，如一般委托合同所具备的画廊、美术家的

姓名或者名称、住所，寄售作品的名称、规格、数量，

寄售价格、美术家提出的保留价、佣金及手续费及支付

方式，美术作品的交付或者转移的时间、方式，违约责

任等等，除了细节化以上条款，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艺

术市场经验，在条款中加入对账条款，让美术家可以跟

进作品交易进度。考虑到一些美术作品的特殊性，立法

者可以通过作品损害通知制度平衡美术家著作权和作品

所有人物权的利益冲突。

［7］  CARTER v. HELMSLEY-SPEAR, INC. 

No. 94 Civ. 2922 (DNE)，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New York，May 18,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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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州三年展与美术馆公共教育

双/三年展是美术馆机制延伸出的一种特殊展览模式，在大众参与性和展览学术性之间存

在一个平衡点，一方面，展览免费面向公众，在社交媒体的加持下不断吸引拥有各种诉求的

观众来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展览策展人往往由艺术史家、理论家或杰出艺术家来担任，是

严格按照策展人理念进行设计的学术展览，学术性是不可或缺的展览特征。艺术双/三年展作

为一种现代艺术展览模式，不仅承担着展示当代艺术动态的职责，同时也成为公共教育的重

要载体。公共教育在艺术双/三年展中的融入，不仅丰富了展览的内涵与外延，更为促进不同

文化背景观众对艺术的理解与鉴赏创造了条件。

自2002年创立以来保持着严谨中立的学术立场以及全球性和在地性的学术思辨，广州三年

展（Guangzhou	Triennial）已发展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重要的国际当代艺术展览之一，见

证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广东美术馆在2004年成立公共教育部，目标是致力于让人们更接近艺

术、提高鉴赏能力，将通过艺术促进人们沟通视为重点，旨在改变艺术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早

期广州三年展的公共教育活动被定义为学术成果的分享，执行重点在于策展人对展览内容的深

刻理解以及与美术馆教育部门的有效沟通，使得教育活动的方向不偏离展览的学术内涵。

2023年1月至4月开展的第七届广州三年展主题为“化作通变”，展览围绕“变化”展

开，未来的三年展将迁至白鹅潭新馆举办，所以此次三年展可谓是过去几届的阶段性总结。

展览由广东美术馆馆长担任总策展人，四位中外策展人各自负责一个板块，主题分别是边

缘、慢板、触屏和内生，从不同年龄段的视野出发来对当代艺术作出他们的阐释。展览集结

了50余位（组）国内外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期望透过“变化”这一主题来回顾和反思中国

当代艺术四十年的历史。

权威性和开放性是博物馆学的两个经典概念，分别对应着美术馆两种不同的空间话语权

力。“权威”意味着专业性和至高的话语权，是将美术馆类比为一种具有仪式性质的纪念建

筑，同时意味着对“知识”定义的权力。“开放”则代表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包容、思辨的态

度。但如果走向极端，美术馆则会成为丧失学术性的游戏展厅。整体而言，本届广州三年展

相较于往届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了先锋性和批判性，在“权威性”和“开放性”形态之间，更

多地导向了“开放性”。展览开放的时间节点正是三年疫情的“完结”，是艺术展览重新张

开双臂拥抱公众的契机。在宣传定位上关注了大众审美需求，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广泛的预

热。在艺术品与展览空间的融合方面进行了视觉上的审美融合，多项展品空间设计吸引观众

打卡拍照，符合大众进入艺术展览空间拍照打卡并分享在社交媒体上的休闲社交需求。以上

各个方面都展现了此次三年展意欲通过某些热点来吸引

广大观众的意图。而在公共教育互动方面则更显“开放

性”的特征，展览从大众参与的角度考虑，设计了一系

列公众参与活动。基于对当代观众特征的认识，本届三

年展努力建立观众对当代艺术的认知，另外，从大众参

与角度来看，本届三年展在公共教育活动方面积极地帮

助了观众对当代艺术了解的建立，以及在培养观众持续

性观展习惯方面起到了较大作用。

美术馆公共教育在近十年的研究中发现呈现出多方

面的特征。首先，由单一传统模式转向多元开放模式，

公共教育项目的数量虽然剧增，但整体缺乏系统性和专

业性。另外，大多数美术馆的学术定位不清晰，没有构

建与本土文化的连接。再次，从业人员的专业性不足，

因此美术馆输出的公共教育只停留在活动层面，缺乏教

育意义。最后，社会资源的介入，如馆校合作，对公共

教育的整体形成了有益的补充。［1］过往工作的不足和经

验都是未来美术馆公共教育提升的指路明灯。平衡好当

代艺术展览的专业性和公众性是当代美术馆工作中持之

以恒的重点。既要保持展览的问题意识，同时也要避免

展览进入娱乐化和“游乐场式”的模式。

二、观众体验与审美素养

（一）美术馆中的观众体验

美国博物馆学家约翰·H.福克提出博物馆观众体验

模型，深入探讨了观众“身份”在博物馆参观前后过程

中的作用。福克的研究受休闲和动机研究的影响，根据

访问者的动机将其分为五种类型［2］。观众的互动体验由

个人背景、物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交互形成，产生具

有知识性、环境性、社会性的博物馆整体体验。在这个

模型中，观众参观的动机是由个人身份和对博物馆的认

知共同作用产生的，与此同时，参观动机结合个体对博

物馆的先前认知，以及博物馆的实际环境和个体与他人

的社交互动，进一步主导观众的参观体验。并且，这种

［1］  白 茜：《 从 美 术 展 览 馆 到 美 术 博 物

馆——十年美术馆发展研究（2010—

2019）》，《美术》2021年第5期，第

20—23页。

［2］  约翰·H·福克：《博物馆观众：身份

与博物馆体验》，郑霞、林如诗译，浙

江大学出版社，2022，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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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过程会不断强化个人身份和对博物馆的认知，最终

反馈给博物馆和观众。可以看出，个人背景、环境背景、

社会背景在塑造观众体验过程中共同起到关键作用。

早在十几年前，国内博物馆学专家史吉祥教授就对

“博物馆观众”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并尝试概念定义，博

物馆观众，是“博物馆环境的直接体验行为人的集合

体”［3］。史吉祥强调在博物馆综合环境里进行直接地参

与体验。体验是观众依靠各式感官“接触博物馆信息的

主要方式”［4］，根据是否亲身进入博物馆分为直接体验

和间接体验。体验是个人在参观行为中情绪和知识的所

得，每个人的收获都是独一无二的。

广东美术馆公共教育部曾做过观众研究，数据分析

后可得观众参观动机方面大致分为三层面，个人背景、

参与机会因素、个人对艺术的先前经验，三个层面互相

关联。［5］至于参与形式，研究者发现参与频率高的观众

会更加重视参与形式的选择，而参与频率较低的观众则

更倾向于将参与所获得的愉悦感与其他休闲活动进行比

较。通过调查，网络互动和阅读文字材料这两种间接参

与是观众参加美术馆各项公共教育活动中最倾向的形式。

换言之，包括远程参与这种活动形式的灵活性是影响人

们参与的重要因素。由观众参观动机分析可知，个人对

艺术或特定展览了解得越多，越容易在参观中获得收益，

而愉快的参观经验会激发个人多次参观的意图，情绪在

整个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情绪是学习的前置条件，有

利于体验。美术馆应充分关注和调动观众的情绪，提供

积极的体验环境，美术馆只有在观众获得良好的参观体

验之后才能进一步实施公共教育项目，以实现美术馆所

期望达到的公众教育和提高观众审美素养的目的。

（二）审美素养的内涵与美术馆提升审美素养的可能性

审美素养是个体对美的感知、理解、评价和欣赏的

能力，不仅包括对美的主观感受，还关乎批判性思维和

理性判断。提升审美素养的重点与审美三要素——审美

主体、审美客体和美直接相关。美，包括优美、崇高、

悲、喜、丑五种形态，是审美判断的唯一目的和必然结

［3］  史吉祥：《博物馆观众研究是博物馆教

育研究的基本点——对博物馆观众定义

的新探讨》，《东南文化》2009年第6

期，第97页。

［4］  同上。

［5］  李姗姗：《美术馆的公众分类与公众参

与性的提高》，《美术教育研究》2014

年第3期，第57页。

果。因此，审美教育要注重扩展对审美形态的认识、提

高对审美客体感染力的掌控以及培养审美主体的感受能

力［6］。由此可得，艺术展览的多元性、作品和环境带给

观众的感染力以及公共教育对观众审美感性认知能力的

培养等方面都有助于实现美术馆这种公共文化机构的审

美教育功能。

美术馆作为艺术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对于观众审

美素养的提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审美素养不仅仅是

对美的感知能力，更涵盖了审美知识、审美情感、审美

态度和审美行为等多个方面，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接受能

力和文化素质的体现。观众在美术馆中良好的审美体验，

可以促进其审美素养的全面发展。首先，在知识层面，

美术馆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资源与资讯，让观众在

观赏艺术作品的同时，获取艺术背景知识、艺术理论和

历史脉络等信息，这有助于培养观众具备基础的艺术鉴

赏技能与批判性思考能力。在情感层面，美术馆通过精

心布置的展览环境，触发和强化观众的视知觉感受。观

众透过作品所表现的情感与思想，与艺术家发生情感共

鸣，从而提高了个人的审美情感和同理能力。

公共教育是美术馆提升观众审美素养最关键的环节。

公共教育活动如导览解说和讲座，向观众传递相关的艺

术知识和理论，有助于观众构建基础的美术理论框架，

而互动工作坊是与艺术家直接交流的平台，能提升观众

的审美参与能力以及锻炼发散性思维能力。值得一提的

是，针对不同群体打造的教育计划，如儿童工作坊等，可

让少年儿童提前养成良好的审美习惯。再者，公共教育在

塑造观众的审美态度与行为模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积

极的审美态度使得观众能够保持对艺术的好奇与探求，良

好的审美行为则表现为尊重原创、珍视艺术成果。

因此，美术馆对于促进公众审美素养的提升承担着

不容忽视的责任。通过展览策划、环境设计及艺术公共

教育等多重手段，美术馆公共教育有效提升观众全面观

赏和理解艺术的能力，从而提高其整体审美素养。也必

将在未来的艺术传播和文化教育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6］  杜伟：《审美原理》，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2021，第419页。



《当代美术家》，2024 年第 1 期  |  149  ||  148  |  Jan, 2024 Vol.148  No. 1CONTEMPORARY ARTISTS

三、广州三年展公共教育项目分析

（一）公共教育项目的具体实施

第七届广州三年展的公共教育活动除了传统专家导

览、美术馆课堂和工作坊教研、线上艺术资源等多维度

形式之外，公共互动区域（图1 －图2）的活动较往年更

加丰富，在三层楼的楼梯连接处都安排了特定空间供观

者进行参与，部分设立了桌椅并提供了彩色画笔，鼓励

观众手写记录和讨论。

一楼是“观展·关键词”区域，提供了15组“观展

关键词”纸条给观众取用，作为一种指引，观众可以此

去寻找与之相呼应的展品。这些关键词都是与具有二元

性的策展理念相关的词语，它们成为观众不同观展路径

的坐标，能引导观者从不同角度走进此次三年展并展开

思考。颜色吸睛的“关键词”纸条被带走后还能起到加

深展览印象的作用。二楼公教互动区的主题活动是“静

观·互动纸”项目，同样采用色彩鲜明的纸张供观众取

用，共有八款不同内容的互动纸，分别是作品推荐、观

展·关键词、艺术诗意、主题推荐、思维导图、记录·创

作·分享、观展小窍门、观展动线。观众可在区域内用

提供的纸笔进行书写留言，其中美术馆精选的投稿被呈

现在相应区域，供其他观众阅读分享。来往的观众看到

互动纸的内容后，或找到共鸣，或发现未曾在意的理解，

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已完成了在展厅与他人的“隔空交

流”。“观展小窍门”也是一个单独的互动区，在墙上

贴上醒目的标语以提示观众怎样快速入门去观看一个当

代艺术展览，包括在行走中用身体感受展览、留意看到

的实物、去聆听展览中的声音、思考展览中的“关系”、

说出观点和想法等五个步骤。此外，互动纸的电子版后

续也在线上发布，供观众下载使用。从以上活动可以看

出，此次三年展公教活动的主要目的一是帮助观众“看

懂”晦涩的当代艺术，二是引导观众之间进行交流互动。

据统计，展览期间共发放了10万余张互动纸，截至4

月1日，共有2万张互动纸投稿［7］，“互动纸”形式打开

［7］  数据来源于广东美术馆微信公众号文章

《第七届广州三年展我们一起走过·公

共教育与观众》，2023-4-15。

了观众的观展思路，并激起了观众的交流欲望。此外，

“观展手账”活动邀请观众在展览中搜集各种艺术元素

并收纳在一本册子中，可以用现场提供的互动纸，也可

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制作，手账本有如日记本，将

观展的回忆用文字和图画的形式记录下来，成为展览资

讯的汇总以及个性化的记录表达。展览期间共有60份手

账投稿［8］，精选的手账本以官方微信公众号图片的形式

进行公开展示。

（二）三年展观众调查实证分析

笔者在2023年1月、2月和4月在广东美术馆进行了共

计6天、累计时长超过17小时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

以随机取样方式跟踪观察人数超500人，选取了不同年龄

段和性别的目标观众7组（共18人）进行访谈，年龄从17

岁到40岁，包括个人和团队两种结伴类型，其中拥有与

艺术行业相关身份的受访者有7人。除了现场观众外，另

外在社交媒体上搜集整理了若干则对此次三年展进行详

细点评的高赞帖子作为线上资讯来源。观察内容主要是

观众性别和预估年龄、结伴情形、停留时间、在公教区

域的行为等方面。访谈的重点是观众对公共教育区域以

及对展览提升自我审美能力的评价。通过统计，得出以

下结果：

通过跟踪观察可得，女性观众比例居高，大约是男

性观众的两倍；预估年龄20—30岁年龄段的年轻观众为

参观主流，占比大约为65%；八成以上的参观者是结伴同

行，闺蜜同行、情侣/夫妻结伴和亲子组合为频率出现最

高的三组人群；单层（展厅共三层）参观时间大部分集

中在35—45分钟之间，单件作品停驻时间因人而异，没

有突出特征。

根据深度访谈和社交媒体发帖内容分析可知，大部

分消极评论是认为展品与主题契合程度低、展览动线不

清晰、作品意图没能很好地被展览阐释出来。另外，有

关从什么渠道得知此次展览，一半以上的观众表示是通

过社交媒体得知，学生群体则是由学校老师推荐而来。

至于公共教育区域的问题，有个别观众表示没留意到此［8］ 同上。

图 1. 一楼公共互动区域

图 2. 一楼公共互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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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半的观众认为公共教育能帮助提升参观体验。值得注意的是，有观众提出带着“接

受美育”的参观动机来到美术馆，但参观结束后发现收获不多，认为原因是“自身艺术审美

还需要继续提高”，说明个人审美素养影响参观体验的满意程度。而对于有艺术学习背景的

观众，则从具体作品的艺术处理、布展和效果的呈现来评价能否提升自我的审美能力和素

养。对于展览是否能提升自我审美能力这一问题，三分之一的观众认为“短期内无帮助”，

剩下的观众则对艺术展览的空间抱以积极的态度，认为在美术馆这一特殊场域内，即使看不

懂展品的含义，也能获得艺术熏陶并提升审美素养。

另一方面，线上评论表现出对此次展览拍照打卡现象泛滥的担忧，认为这样的行为会影

响观者关注艺术本身，让艺术场所“失去艺术馆那种神圣的使命感”。不过，这也正体现了

美术馆逐渐走下“神坛”、贴近大众的趋势。有观众指出，正是策展能力的不足导致展览

呈现效果不尽如人意，失去了审美或学术价值，因此拍照打卡才会成为唯一的参观价值。笔

者部分同意这种说法。拍照打卡分享是网络时代流行的社交方式，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展体

验，在不影响他人观展的前提下这个行为并不会影响艺术展览的呈现和价值，反而能让参观

者与艺术品建立联系，形成观者和作品的互动，并起到传播推广的作用。有很多观众在社交

媒体上分享本次三年展的照片，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更广泛的人群来进行参观。但是观众用

拍照打卡的方式来参观展览如果只追求感官体验和社交体验，容易忽略对艺术展览内容的挖

掘。作为一种视觉感官艺术，展览的价值应体现在呈现效果的审美性和展览内容的学术性，

美术馆要避免以哗众取宠的方式使展览变成“网红展”让观众打卡而忽略输出展览蕴含的价

值，更不能把展厅变成旅游景点供游客“到此一游”。

通过以上实证研究可总结得出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公共教育活动区域划分不明显导致

观众在进入展览的时候没能发现该区域。在开展后期还出现公教区域桌椅缺失的情况，大大

削弱了观众参与活动的热情。第二，展览面向大众开放，社交媒体宣传对无艺术工作学习背

景的大众进入美术馆观展有显著的作用。第三，公共教育活动之于审美素养提升作用获得广

泛的认可，但其效果不佳，有待改进。最后，艺术对于普通大众的首要价值，是使不同欣赏

者根据个体先前经验来满足自身的精神和审美需求，多感官欣赏结束后利用摄影这一凝固瞬

间的行为，能够保留住作品的面貌，使当前观赏到的艺术品渗透进回忆，这种审美体验产生

绵延的效果。当社会的理性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回归感性的深层自我的机会变得越来越

少，观赏艺术作品的审美体验有助于人们找到深层的自我。

四、讨论与建议

区别于综合博物馆，美术馆公共教育的核心是审美教育。美术馆临时展览比例比较多，

常设展览比较少，审美教育基于这些短期的临时展览开展，需要不断根据目标人群的定位和

需求进行调整，才能促进观众的审美体验。实现展览的专业性和公众性的平衡始终是当前时

代美术馆的核心工作，需在策展实践中兼顾包容性与专

业性。包容性表现在展览形式上的开放性，使观众能够

接触并欣赏到多元的、跨文化的艺术创作，以满足其广

泛的审美需求。同时，美术馆需要深入研究本土艺术的

发展路径和观众群体的特性，减少艺术作品同质化，充

实美术馆的地域性藏品，研究出一条适合各美术馆自身

定位的藏品道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大众越来

越倾向于以“休闲”为目标的美术馆参观活动。周婧景等

学者在对长沙博物馆的观众研究发现，无论是经常性观众

还是偶发性观众，他们的社交/家庭互动和精神放松参观动

机都高于学习动机，观众参观动机呈现出明显的休闲取向

而非传统的以学习为目的的直接认知动机。［9］虽然此个

案研究无法代表我国全部博物馆观众参观动机的全部构

成，但美术馆作为服务审美主体的公共文化机构，观众

的参观动机构成会比综合博物馆更接近休闲倾向。因此，

美术馆应倡导基于休闲本质的寓教于乐，避免走向娱乐

主义的极端，关注观众由兴趣驱动的参观方式。同时，

在硬件上也要注意空间动线的分配使用以及休息设施的

设置。服务并平衡好“休闲”和“学习”两大观众参观

动机是美术馆公众服务工作的焦点，英国博物馆学家胡

珀·格林希尔将“教育”和“娱乐”两个词融合为新词

“Edutainment”［10］，反映了博物馆学习体验的特点，便

是将教育和娱乐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将成为未来美术馆

公共教育的发展趋势。

要想通过艺术展览提升观众的审美素养，首先需要

转变观众的思维，要让他们认为公共教育活动不是参观

展览的“锦上添花”，而是必须引起重视的重要环节。

美术馆需要在策展宣传的时候把“公教”活动纳入其中，

明确展览“公教”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让观众在进入展

厅之前就能有所印象。其次，艺术理论和展品讲解可以

针对参观者有无艺术知识背景设置两种类型的解析供观

众选择，一种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阐释，另一种则可

以结合艺术史论的关键点来解析展览和展品，满足不同

［9］   周婧景、林咏能、王文彬等：《博物馆

观众参观的休闲动机研究——以长沙馆

为例》，载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

业委员会：《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

专业委员会2019年“新时代博物馆专业

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复旦

大学、台北教育大学、长沙市博物馆，

2019，第14页。

［10］   Eilean Hopper-Greenhi 11, Museums 

and education: purpose,pedagogy, 

perform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7),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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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参观者的学习需求。最后，观众的参观动机是多元的，而审美诉求却是统一的，美术馆

应结合自身建筑空间构建良好的参观环境，关注参观者的情绪需求，给参观者提供愉快的参

观体验，这样才能进一步实施“公教”活动项目，达到提升观众审美素养的目标。美术馆中

的休闲活动除了纯粹的享乐之外还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参与，能够使参观美术馆的行为提升

成为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享受活动。因此，以美术馆为首的博物馆应致力于构建一个适合观众

进行休闲活动的文化空间，引导观众在其中利用闲暇时间促进个人发展，满足其审美和自我

实现的更高需求。

艺术展览公共教育与审美素养的关系密切，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艺术展览公共教

育可以有效地提高公众的审美素养。另一方面，公众的审美素养也是艺术展览公共教育的基

础和前提。只有当公众具备一定的审美素养，他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艺术品，并从展览

中获得审美愉悦和精神启迪。因此，美术馆在其发展过程中，应当注重公共教育功能的完善

与提升，以实现其社会教育价值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