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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营营美美术术馆馆：：如如何何突突破破““养养馆馆难难””？？
■周航(树美术馆馆长)：商业性质难避
免

民营美术馆“建馆容易守馆难”，
资金、人才、运营模式等多个方面压力
都很大。因为私人美术馆选址较为偏
僻，所以唯有特别出色的展览活动，才
能引起公众的吸引力和关注度；其次，
民营美术馆的模式不成熟、不健全，资
金缺乏和运作经验不足，这很容易引
起美术馆向商业化、画廊化等方向转
型，甚至歇业关张，这是民营美术馆发
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周诩(中间美术馆艺术总监)：公共职
能的忽视难避免

美术馆功用没有固定的模式和参
考标准，目前在中国也都还是一个空
白期。在中国这种社会背景下，需要文
化和艺术来承担一定的美术、美学功
能，而艺术恰恰是从生活的角度出发，
来解决人们的艺术品位和精神需求。
我们看重美术馆的公共教育职能，渴
望民生化和互动性，但是这个理想的
实现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崔晓东(炎黄艺术馆馆长)：外聘人才
的“水土不服”难避免

当下我国还没有“捐赠资金可免
税”、“基金会支持”等此类政策规定，后
续资金的短缺也成为当下民营美术馆
存在的大问题。民营美术馆作为一个独
立个体，运营机制并无准确样本和评定
标准，一切尚在摸索阶段，所以急需专
业人才，若聘请那些国际上的专业管理
人才，又恐怕他们不了解中国艺术行
情，引起“水土不服”，所以，定期邀请顾
问传授管理理念和方法，长期培养一些
国内人才，才是上上策。当然，随着国家
经济的增长和美术馆从业人员的增多，
政府会越来越认识到民营美术馆的重
要性，相应的扶持政策也会逐步出台，
美术馆的未来前景会越来越好！

9月8日，“2013首届中国民营美
术馆发展论坛”将在上海龙美术馆
举行。论坛以“中国民营美术馆发
展之路”为主题，围绕中国民营美
术馆的发展现状及需求、如何构建
中国民营美术馆的运营模式、中国
民营美术馆的社会责任、规范化、
国际化的建设与发展等环节展开，
邀请国内外重要美术馆馆长及艺
术精英进行主题演讲和圆桌讨论。

明确定位，
美术馆经营不能“乱炖”

当下，民营美术馆已经成为
一种文化艺术的新浪潮，作为一
种民间资本注入创建的美术机
构，彰显着一种外表光鲜，自身又
无奈的忧郁气质，这种无奈源自
于某些美术馆没有鲜明的个性定
位、展览创意和经营内涵，而采用
一种将传统艺术、当代艺术以及
西方艺术互相掺杂的“乱炖”模
式，缺乏鲜明个性和长期规划。当
然，中国传统艺术、当代艺术以及
西方艺术的交替展示，并不是不
可取，真正的美术馆应该是一个
开放式的平台，让多样艺术品走
出“深闺”，给老百姓欣赏，只是美
术馆要把握住尺度，在艺术体系
中选择一个或传统、或当代、或西
方的经营方向与定位。

当下，以中国传统艺术为方
向的美术馆较多，如我国第一座
民办大型艺术馆——— 炎黄艺术
馆，它是由黄胄先生在1986年发
起创建，馆内以明清书画和近现
代书画的鉴藏、展览为主，经营
方向明晰，展览、研讨等高端学
术活动频繁，在国内外产生过很
大影响。相反，目前以经营西方
艺术家作品为主的民营美术馆
在国内还是凤毛麟角，这一方面
反映了西方艺术在美术馆中的
空白与缺失，也体现了民营美术
馆发展的局限性。

重视馆藏，
“储备粮草好过冬”

藏品是美术馆的立馆之本。
西方发达国家中不同规模的美
术馆都十分重视馆藏，经营不善
时，还会不同程度上采取出售部
分馆藏，用来弥补美术馆经费不
足，或者调节馆藏艺术品的结
构、数量和种类。当下，由于我国
在企业赞助美术馆方面的政策
缺失，所以依靠馆藏为经营渠道
和资本根基的运营方式，也成为
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美术馆生
存机制。在这方面，上海的龙美
术馆便颇有代表性：馆内不但囊
括了清代乾隆御制的“水波云
龙”宝座、宋徽宗的《写生珍禽
图》以及其他瓷器、玉器珍品，周
春芽、王广义、张晓刚、岳敏君等
十余位当下最具实力和知名度
的一线艺术家的代表作，也均被
收入囊中，馆藏作品价值巨大，

是目前我国馆藏规模较大、精品

较多的新生代民营美术馆之一。

但是，目前可以达到如此馆

藏的民营美术馆少之又少，对馆

藏的重视度也远远不够。中央美

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曾如

此总结，“如今国内不少美术馆

已陷入双重窘境：一方面，很多

美术馆没有建立起收藏系统，缺

乏将市场上的艺术精品转化为

藏品的能力；另一方面，对自身

库房里的众多藏品重视不够，修

复、整理、应用，哪个环节都没跟

上。”所以在国家政策优待还没

有出台的今天，有计划的储备馆

内藏品，并不断推出专题性的长

期馆藏陈列展，将馆内藏品灵活

转化为运营资金，仍是当下部分

民营美术馆自给自足发展的一

条主要出路。

接地气，
公共职能更“得民心”

除却鲜明的个性定位和馆

藏计划，民营美术馆如何发挥自

身功能也是未来能否长久生存

的决定性因素。首先，民营美术

馆在民俗文化的重视与梳理上，

是公立美术馆的有益补充，保证

了艺术的全面性和针对性。而除

此之外，一个成熟的美术馆，更

应该具备典藏、研究、展览、教

育、服务、交流六大自身功能，这

六大功能是美术馆之所以是美

术馆而不是画廊的本质区别。美

术馆通过对藏品的深入研究、考

证、收藏、文字补充、图录整理，

以及完善保存和修复来实现专

业化的典藏水准，突破常见的悬

挂展示和丰富多彩的艺术办展

方式，以及专业的管理人员、资

料室、馆刊等文献系统体现其学

术化和高水准。

而教育、服务、交流三大功

能，则是民营美术馆着重培养公

众兴趣，发挥其“亲民”特性的主

要职能，所以，在获得丰厚的经

济收益基础上，如何通过各类公

共教育活动吸引民众关注和互

动，从而真正达到提升大众审美
水平的目的，更是美术馆构建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在这点
上，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日本
京都博物馆以及北京画院美术
馆等国内外公立美术馆，推出的
以学校教育、亲子、社区、残疾人
为主题的活动是民营美术馆要
借鉴的。构建一些美术教育课
程，提供相应的体验场所和学习
空间，组织艺术家导览，并与观
众面对面交流，这不但可以普及
艺术教育工作，树立美术馆专心
公益的良好形象，还发挥了民营
美术馆对大众审美的引导和对
艺术事业的推动。

灵活运作，
馆外副业成“造血干细胞”

在坚持非盈利模式，将来可
以得到政府支持和社会资助的
基础上，民营美术馆在后续资金
支持和自身功能的外延上，还需
要建立良性循环的文化产业链
条，形成自我造血机制。当下，民
营美术馆在美术馆主体的基础
上，增加图书出版、纸媒经营、艺
术品书店能软件设施已不是什
么新鲜事儿，而为了跟上目前大
众的生活节奏和品味，上海外滩
美术馆、深圳华美术馆等都开设
了咖啡厅、艺术主题酒店、餐厅、
酒吧、艺术衍生品商店等一系列
市场化的连锁经营思路，美术馆
不但丰富了自身功能的外延和
内涵，还在获得额外收益，进一
步补助美术馆发展的基础上创
造了更大的空间。

此外，专业人才的吸纳和
管理，也是当下民营美术馆发
展的一大瓶颈，对此，上海喜马
拉雅美术馆执行馆长王纯杰
说：“人才问题是制约美术馆发
展的最大问题，但这不是一个
不能解决的问题。今年，我们美
术馆的全部员工将会陆续到台
北市立博物馆进行考察和学
习，这种学习除了包括对优秀
美术馆的考察与体验外，馆内
常务管理、人才培训教育、艺术
衍生品的开发和古代字画的保
存、展示等也都是我们的必修
课。”由此可见，民营美术馆对
人才缺乏问题已经开始重视，
并形成长期培养计划，在不久
的将来，资金、人才等问题，都
将不再是制约民营美术馆发展
的重要因素。 (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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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美术馆内部

国家对文化艺术产业的大力倡导和艺术市场的高歌
猛进，是近年出现建美术馆热的根本原因。随着北京、上
海、南京等地美术馆项目的纷纷上马，目前我国已经逐步
形成了一个以公立美术馆为主、民营和私人美术馆为辅的
美术馆体系。人们有了更多认知艺术的场所，这无疑令人
欣喜。但是目前来看，民营美术馆整体尚处在一个“摸着石
头过河”的阶段，无助和困惑让美术馆变得“气血不足”，陷
入了“建馆容易养馆难”的尴尬境地。此期我们便“照方抓
药”，在国内外运营较为成功的几家美术馆中总结了几个
运营点子，为那些初入江湖涉世未深的新设民营美术馆提
供一些指导信息。

▲上海证大艺术超市

▲北京今日美术馆外景

众多民营
美术馆都设
置有艺术书
店 、艺 术 品
商 店 、咖 啡
厅及休闲区
域

美术馆发展三个“难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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