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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健亚）
昨日，组委会在京宣布，第
九届上海双年展从上海美
术馆旧址移至世博园，将于
今年 10 月 1 日开幕。展览
将在城市未来馆改建的上
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
该馆是中国第一个公立当
代艺术馆，展陈面积将是
之前的三倍。为此，这个
被加入了新能量的双年展
主题也被命名为“重新发
电”。与此同时，上海美术
馆也将迁至由世博园中国
馆改建成的中华艺术宫。

新展馆三倍于上
海美术馆

上 海 双 年 展 举 办 于
1996 年，至今迎来了第 9

届。昨日，上海双年展组委
会在京公布了本届双年展
主题及相关展览内容。

总策展人邱志杰告诉
记者，此次双年展将有着颇
多的创新。上海双年展将
迁址，由原来跑马厅的上海
美术馆迁至世博园新址城
市未来馆改建的上海当代
艺术博物馆。因为上海当
代艺术博物馆所在地原本
是发电厂，本届双年展主
题 由 此 阐 释 为“ 重 新 发
电”。“这个主题的形成和
上海双年展的迁址、上海
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创建息
息相关，它天然地对应着
对原南市发电厂、世博园城
市未来馆的改造和重启，”
邱志杰指出，未来的上海当
代艺术博物馆要成为城市

思想的策源地，变成文化能
量的发动机。

与此同时，改建后新场
馆展示面积增至1.5万平方
米，将是此前上海美术馆的
3倍多。

效仿威尼斯增加
城市馆

一直以来上海双年展
定位明确，一连 8 届都锁定
在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的
探讨上。而即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开幕的第九届上海
双年展依然在城市文化上
做文章。本届双年展分为
主题展、特别展和城市馆三
大板块，主题展分为“溯
源”、“复兴”、“造化”和“共
同体”四个部分，分别关注

作为社会动员者的艺术，作
为历史的重访者与重写者
的艺术，作为能量的变压器
与转换者的艺术，以及作为
社会组织者的对话和交往
的艺术。

邱志杰还表示此次将
和张颂仁、杨斯·霍夫曼、鲍
里斯·格罗伊斯三位联合策
展人一起将上海双年展打
造成国际化大展，其中一大
策略便是增加城市馆。邱
志杰认为，威尼斯双年展设
立国家馆的方式在现代社
会已显露出一定问题，城市
的认同感越发强烈，比如纽
约的市民更认同自己纽约
人的身份。目前已计划在
新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内设
置孟买、伊斯坦布尔、德黑
兰、香港等城市的展馆。

上海双年展今年移师世博园
城市未来馆改建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中国馆变身中华艺术宫，10月1日开馆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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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博园“城市未来
馆”改造为上海当代艺术博
物馆同步的是，世博园中国
馆也将变身为中华艺术宫，
届时上海美术馆将迁至中
华艺术宫。上海文广局艺
术处处长沈竹楠介绍，去年
12月，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
代艺术博物馆已经举行了
开工仪式。今年10月1日，
两大新场馆正式开馆，并举

行上海双年展开幕仪式。
中国馆改建后将依托上

海美术馆作为运营管理主
体。届时上海的艺术场馆将
形成完整的格局：上海博物
馆注重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
展示、收藏和研究，中华艺术
宫偏重于现代，而上海当代
艺术博物馆则注重中国当代
艺术。

艺术策展人顾振清告

诉记者，上海双年展的举办
就是上海市政府对当代艺
术推动的表现。而此次由
政府主导建立一个专门展
示当代艺术的场馆更具有
示范意义，“艺术不再是传
统意义上的美术，也包括二
战以后一直称道的当代艺
术形态，这对北京来说是个
提示。”据顾振清介绍，一直
以来北京作为当代艺术重

镇，但主要是民营美术馆、画
廊等民间力量很活跃，此前
政府也有规划建立当代艺术
馆，自己也曾作为顾问被多
次咨询，但最终还是未果。

不过，顾振清也表示中
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光靠建
立平台还远远不够，当代艺
术的后续发展动力是个综
合因素，包括艺术家队伍、
策展人、经纪人、媒体等等。

■ 延伸话题 京沪争锋当代艺术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外景效果图。建成后的上海当代艺
术博物馆将成为中国首家公立当代艺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