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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何雨晴

多方面守正创新

齐鲁晚报：山东美术馆新馆
已经落成使用十年，请谈一下十
年间的变化。

杨晓刚：山东美术馆于1977
年建馆，之前在济南青年东路10
号。在我以及之前老一辈艺术家
的记忆当中，老美术馆建筑面积
虽小，但推出了一系列重大展览。
那是当时山东美术界神圣的殿
堂，对于老馆，山东乃至全国的许
多艺术家都有着深刻的印象。

自2013年新馆开馆到现在，
美术馆不仅在建筑面积、场馆体
量上有升级，在品牌建设和运行
管理上也实现跨越式发展。美术
馆是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产物，
它的格局、担当和责任对推进社
会发展都起着积极的作用。新馆
在展览策划、学术研究、收藏典
藏、对外交流、公共教育等各个方
面守正创新，取得了积极成效。

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曾说
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
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十年间，
山东美术馆切实履行美术馆工作
的责任感、使命感，建强人才队
伍，在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展览
及收藏体系、公共服务等各个方
面发力，取得了许多国家级荣誉，
也使外界看到了山东美术馆不仅
体量大了，内容也更加丰富了。山
东美术馆不断在高质量收藏、高
水平利用、高品质服务上下功夫，
在全国美术馆行列中已经走进了
第一方阵。

齐鲁晚报：过去我们提起美
术馆，总觉得它是一个高雅又小
众的殿堂，除了专业的艺术人士
以外，普通人可能很难看懂，但现
在的山东美术馆完全不一样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杨晓刚：美术馆早期办展览，
展陈效果简单，与观众容易产生
距离感。事实上，艺术并不该是曲
高和寡的。在策划展览之初，我们
配套组织学术研讨、作品导览、公

共教育等互动性活动，以此拉近
大众与美术馆的距离，进而提升
全民审美素质。十年来，我们在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第十三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第八届全国画
院美术作品展”等展览中，策划了
丰富多彩的普及性活动。

例如“济南国际双年展”，作
品不再局限于常规的架上绘画，
在展陈上，我们利用声、光、电等
现代化手段，使作品的互动性更
强，让观众能够拥有沉浸式的感
受和体验。为了做好美育，展览的
每一件作品旁都有一个二维码，
参观者用手机扫描就可获取语音
导览，进而了解作品的本真，感受
艺术气息。公教活动配有导览文
章和志愿者，可以给大家提供更
清晰、更直接的介绍。让观众来到
美术馆之后，不再只是浏览作品，
还能够了解艺术作品的内涵和意
义。这些举措并不是要降低艺术
门槛，而是增强了作品与观众的
互动，真正让艺术拥抱观众。

“美术馆+X”战略

齐鲁晚报：能不能介绍一下
现在的办馆理念？

杨晓刚：山东美术馆始终坚
持“一切为了观众”的办馆理念，
尽可能挑战更多的展览新主题、
活动新形式，让更多观众走进美
术馆。

山东美术馆正致力于实施
“美术馆+X”战略，助推多维融合
发展。首先是“美术馆+产学研”，
我们一直努力和大中小学开展交
流合作，推动年轻人做研学，做展
览展示，同时策划推出了“青未
了”“艺彩新锋”等品牌展览。其次
是“美术馆+科技”，从“济南国际
双年展”就可以体会到，影像、互
动、数字等装置性艺术可以大大
增加观众的沉浸式感受，科技赋
能展览展示，吸引更多观众走进
美术馆。再者是“美术馆+跨业
态”，山东美术馆有文创、简餐、咖
啡、公教空间、阅读空间、书店、培
训等板块，形成一个艺术综合体。
观众走进美术馆，不一定是为了

看展，也可能是为了喝一杯咖啡，
感受艺术的气息。

齐鲁晚报：培养挖掘青年艺
术创作人才，是山东美术馆的特
色。我们为什么要打造“艺彩新
锋”和“青未了”这两个品牌？现在
取得的效果如何？

杨晓刚：“艺彩新锋”是美术
馆为我省青年艺术家们搭建的展
示交流平台，使他们在山东美术
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有展示的机
会。“青未了”是山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山东省教育厅联合主办，山
东美术馆承办的品牌展览，展览
定位是展出山东省内高校美术院
系应届毕业生优秀作品，这个活
动已经持续了十年。两个青年项
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支持和激
励本土青年艺术创作。一组数字
可以说明成效：2022年，山东美术
馆联系了往届“青未了”展中作品
被收藏的作者，联系到其中的103
位创作者。这103位创作者中，如
今还在从事本专业的有85人，占
比82 . 5%。通过这个比例可以感
受到，展览效果不仅作用于观众，
同样作用于创作者，对刚刚毕业
的他们来说，是莫大的支持和激
励！其关键价值并不在于学术性
如何强、如何新，而在于学术点如
何准、如何对！是一项久久为功、
功成不必在我的长期学术工程。

其实，山东美术馆不仅为青
年人搭建平台，从近期围绕新馆
十周年策划的展览可以看出，美
术馆还在践行“两创”方针，弘扬
时代精神，体现老中青传帮带的
理念。

连接艺术与大众

齐鲁晚报：除了办展览外，山
东美术馆的日常学术活动是怎样
的？

杨晓刚：美术馆从学术、审美
等多种维度起到引导作用，这样
才能保证展览的厚度、广度和深
度。我们每一次大型展览都有个
固定学术模式，前期做学术研究，
后期做学术研讨，最后做学术总
结。包括个人展览、综合展览，也

都是先以学术形式展开探讨，诠
释一个全新的学术点。

通过《山东美术》杂志、山东
美术馆微信公众号等自有宣发平
台发表的文章、展览配套的学术
研讨会，都能感受到我们在学术
研究方面做的有益探索。学术研
究并非为了学术而学术，是为了
美术馆更好的发展，为了展览更
好的呈现，为了观众更好的理解。

齐鲁晚报：您从一个艺术创
作者，转型为美术馆的管理者，感
受如何？

杨晓刚：我之前在山东画院
工作，既是画家，也是学术研究部
的主任。来到山东美术馆以后，具
体管理部门多了一些，行政方面
的事务多了一些。不过，馆里有一
支优秀的青年团队。这个团队是
我的好老师，使我短时间内快速
实现了身份的转换。

齐鲁晚报：过去从事美术创
作，它是一个单向的，是艺术的输
出。但是您现在更多的精力要面
对观众，考虑要怎么吸引观众来，
怎么根据观众的反馈去改进？

杨晓刚：创作的时候，尤其是
创作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使自己
内心愉悦，那只有自己快乐，而把
一个展览做好，是给大家带来快
乐。这就是“独乐乐”与“众乐乐”
的区别。美术馆作为连接艺术与
大众的桥梁，问需于民，通过精心
策划展览，推进文化惠民，不断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是
更大的社会责任。

文化“两创”探索

齐鲁晚报：新馆这十年恰恰
是践行文化“两创”的十年，山东
美术馆有哪些相关思考？

杨晓刚：十年来，山东美术馆
在深入推进文化“两创”上持续探
索，一场又一场爆款展览热情拥
抱观众。两届“济南国际双年展”
以创新性的文化观念与学术修
辞，跨文化、跨媒介的艺术表达方
式，在传统文化与当代创造之间
建立新的关系，揭示了当代艺术
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性，

是文化“两创”的生动实践；“山
水·时代·观看——— 山东美术馆馆
藏山水画研究展(1951-2022)”三
种山水画形态，共同推进山水画
这一中国古老艺术门类不断生
长、更新，启迪山东乃至更广地域
山水画创作的继承、转化、创新。
新馆十年之际，山东美术馆立足
时代语境和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把美术事业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有益思想和时代要求相
结合，策划推出的“践行‘两创’
方针 弘扬时代精神——— 山东
美 术 馆 新 馆 十 周 年 ( 2 0 1 3 —
2023)”美术作品展，汇聚先进经
典，总结经验成绩，成为美术馆推
进文化“两创”的又一重要实践。

除此之外，山东美术馆不断
推动“数字实践”见成效，使数字
科技赋能典藏活化，启动“山东
美术馆系统馆藏资源共享平
台”，以藏品为起点，唤醒“躺”在
库房里的经典作品，真正让作品
动起来、活起来、转起来。不断丰
富文化创意供给，挖掘馆藏资源
进行创意设计并转化成文创产
品，使观众把“美”带回家。前段
时间，山东美术馆文创产品亮相

“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2023北
京推进会，深受全国观众喜爱。
不断丰富“山东文脉”，通过《山
东美术全书》《口述山东美术史》
等一部又一部著述，展示现当代
美术家的整体概貌。

文化“两创”最终的目的是
惠及大众。站在历史新起点上，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思路在
推进文化“两创”、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高地上体现新作
为、展现新担当。

专访山东美术馆馆长杨晓刚：

启新十年，让艺术拥抱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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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山东美术馆由济南市青年东路10号迁至经十路11777号，在展陈空间、场馆设计、
硬件设施等方面有了质的升级。新馆的落成不仅树立起山东艺术发展的里程碑，也成为一颗
种子，植于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壤中茁壮成长。十年耕耘，山东美术馆承办多场国家级展
览，累计举办各类展览超过400场次，累计接待线下观众近700万人次……经过持续探索，用
两届“济南国际双年展”实现了“破圈”，用精彩的展览赢得流量，获得口碑。近日，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专访山东美术馆馆长杨晓刚，畅叙十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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