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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大街区域
中国美术馆 地址：东城区五四大街1号
艺术8 地址：东黄城根北街甲20号 面积约近2000平米
嘉德艺术中心 地址：中国美术馆正南

三里屯工体区域
墙美术馆 地址：工人体育场东路
杨画廊 地址：三里屯Village北区2

鸟巢区域
中国美术馆新馆 地址：科技馆以南、“鸟巢”以北 约13万平米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地址：科技馆以南、“鸟巢”以北 约10万平米
中国国学中心 地址：科技馆以南、“鸟巢”以北 约7万平米

4

三元桥区域3 国展美术中心 地址：北三环东路6号 约10万平米

798区域
798艺术区 地址：酒仙桥北路2号
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馆 地址：大山子酒仙桥北路 面积约6万平米5
草场地区域
聚集众多画廊、艺术家工作室。6

宋庄
宋 庄 艺 术

区除了聚集众
多 艺 术 家 、画
廊，举办艺术节
外，未来将建立
全国最大的艺
术品交易市场，
加大艺术区的
交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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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现代美术馆、国展美术中心将陆续落户，形成多个大型、黄金地段区域；更多资本进入艺术市场

新建美术馆重划北京艺术版图

现象一 大型美术馆扩大798外延
●代表艺术区域：798艺术区、民生现代美术馆
●特征：规模大、综合性、艺术机构多、厂房改建

策展人、评论家解读北京艺术区发展

“艺术区发展，谨防功利主义”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的艺术区也

迎来了春天，各个项目立项、上台令业内眼花缭乱。巨变
之后的北京艺术区体量庞大，然而各类美术馆、各类艺术
交易中心林立的同时，能否呈现好的展览、形成良性循环
的交易模式、后续发展如何等等话题却令业内深思。

新京报：文化大繁荣之
下，我们看到北京正在形成
各类艺术区。一个比一个
占地大，一个比一个耗资
多。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岳路平（独立策展人）：
国际舆论也非常关注这一
话题。他们的角度相对苛
刻，认为我们所谓的文化
产业不过是用项目在进行
包装。

我认为未来 10 年是文
化产业的 10 年。政府对此
的驱动非常明显。北京形成
各类艺术区正是政府对文化
下了大力气的一种表现。

顾振清（艺术批评家）：
现 在 是 有 点 发 展 势 头 过
猛。政府推进文化大繁荣
决心很大，所以才会有这么
多艺术项目的上马。但我
们也应看到其中不少是通
过政府政策租借到便宜的
地来做艺术商业产业。

新京报：到此次艺术区
大繁荣中，各大艺术区中交
易中心的功能被强化了？

岳路平：这是一个市场
问题、生态问题。过去的艺
术区发展没有专注于艺术
品交易。未来艺术区将伴
随着交易中心功能的出台，

有意识形态在引导。而其
中最主要的是国字头资本
的介入，比如国展美术中
心 、宋 庄 的 艺 术 品 交 易
中心。

顾振清：现在是大量的
新手进入到艺术圈、艺术
交易圈。这些新进场的不
仅仅有金融界的，也有物
流、保险等各行各业。他
们 普 遍 缺 乏 艺 术 理 论 实
践，而是将其他领域的经
验直接拷贝到艺术市场，
希望能够在艺术市场上迅
速获利。这些都会带来风
险、泡沫。

解读一 政策出台，艺术区发展加速

新京报：这一轮艺术区建
设高潮中，更多的是民营资
本的力量。民营资本缘何青
睐艺术区、民营美术馆建设？

顾振清：这是全世界的
通例。欧美美术馆大部分
都是民营资本在介入。民
营资本能起到平衡作用，使
得我们的艺术发展不单有
画院、美协的。这就有助于
资源分配。

岳路平：民 营 资 本 热
衷美术馆建设大都是能带
来政策的置换，有着非常
功 利 主 义 的 目 的 。 事 实
上，民生现代美术馆在民
生业务中仅占非常少的份
额 ，却 能 带 给 其 美 誉 度 。
而一些地产资本介入则是
通过艺术项目直接回馈其
房地产的销售。

艺术区很立体，各个地

方政府可以直接将房地产重
新包装成艺术区。但如果
艺术区项目是地产项目的
变体，其中的水分就很大
了，它不是真正的文化驱动
形成的。

王明贤（艺术评论家）：
目前涌现的是非常大量的
民营美术馆建设。他们一
部分是为了企业品牌，一部
分是作为房地产圈地。

解读二 民营资本介入，有助于资源分配

新京报：大体量的艺术
区纷纷出现，北京有那么多
艺术展览吗，如何保证展览
质量？

岳路平：中国艺术品市
场关系是混乱的，包括画廊
和拍卖公司这种一级、二级
市场的颠倒。目前出现的
艺术区大都是土地、房地产
项目的再包装，这就会产生
艺术市场泡沫，艺术作品的
泡沫。

顾振清：艺术的繁荣肯
定是良莠不齐的，它会经历
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未

来北京也有可能涌现许多
的 展 览 来 支 撑 各 大 艺 术
区。我们去纽约看到每周
都有 50-100 个展览，这自
然与其国际文化中心的地
位匹配。我觉得北京也有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

王明贤：美术馆增多，
不会有那么多好的作品。
现在大家想的都是先把场
馆建起来再说，以后在竞争
下，好的美术馆就生存下
来了。

新京报：在国外往往是
藏家手中有一定藏品后才

想到建立美术馆。那在国
内呢？

王明贤：中国的情况与
国外恰恰相反。一般都是
先有场馆再有藏品。这是
中国实际情况决定的。我
觉得作为一种实践也无妨。

新京报：据你所知，民
生现代美术馆北京馆、墙美
术馆藏品丰富吗？

顾振清：民 生 现 代 美
术馆还是比较注重视野和
文化的。他们收藏了不少
东西。而墙美术馆也一直
在补充收藏。

解读三 先建场馆再收藏品，这是国情

新京报：艺术区是建成
了，资金链在目前也良好，
但这些是否就能形成一个
良性发展的艺术生态？

岳路平：真正理想的艺
术生态是有艺术自由表达
的空间。没有宽松的艺术

创作氛围，其他都谈不上。
事实上，艺术一直以来是自
生自长的状态，是个自然生
发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有
了莎士比亚才能有莎士比
亚环球剧院。另外还要有
艺术标准的建立，保证学术

的公信力、价格的透明化，
现在是没有标准可言的。
我们常爱把艺术区场馆建
设比作硬件，认为硬件是上
去了，但还缺服务、教育等
软件。在我看来最缺的还
是标准这个操作系统。

解读四 不缺艺术区，缺艺术评判标准

现状
798艺术区一家独大

北京艺术版图中最知
名的莫过于 798 艺术区。
经过十年发展的“798”已
经 成 为 国 内 外 闻 名 的 艺
术地标。在那里，画廊云
集、各种当代艺术展览不
断地刺激观者的观感。正
因此，国外知名画廊、艺术
机构纷纷进驻。此前，尤伦
斯当代艺术中心、伊比利亚
当代艺术中心、佩斯北京的
进 驻 都 引 起 了 不 少 的 轰
动。这些艺术中心、画廊的
体量在目前都是巨大的。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面积
达5000多平米，是798内面

积最大的艺术机构。

变化
民生现代美术馆来抢食

不过这样的局面将得
以改变。记者了解到，民
生现代美术馆已经启动了
北京馆的计划。目前，民
生银行已与原北京松下显
像管厂签署一份长达十年
的房屋租赁协议，并计划
在电子厂厂房旧址上改建
新的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
馆。新馆与 798 艺术区一
街之隔，改建后的面积接
近6万平米。

据媒体报道，民生现
代美术馆北京馆将有望在

今年年底开馆。不过，民
生当代艺术中心首席运营
官郭晓彦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却表示，我们是希望
尽量在今年底开馆，但具体
开馆时间可能会有调整，中
间有很多环节需要沟通。

据悉，民生现代美术
馆新馆的主体架构将主要
由“三个一万平米”组成。
其中包括一万平米的永久
陈列展厅、一个一万平米
能容纳大体量展览的 300×
16×27 米的超级展厅，以及

“一万平米”的 30 位艺术家
的个案陈列。此外，美术
馆还将拿出 5000 平米用于
公共文献和公共阅读部分
建设。

结果 艺术区增多催生大型交易中心
●代表：宋庄艺术品交易中心、首都艺术品交易中心
●特征：交易为主、内容丰富

资 本 有 着 灵 敏 的 嗅
觉。北京艺术版图的变化
早让资本为之蠢蠢欲动，
伴随各类艺术区兴建的是
各种艺术品交易中心。

老牌艺术区宋庄便强
化了艺术品交易功能。宋
庄艺术促进会会长洪峰告
诉记者，宋庄将建全国最
大的艺术品交易中心。

据悉，宋庄艺术品交
易 中 心 规 划 总 面 积 1112
亩 ，项 目 总 投 资 额 约 50
亿 -60 亿 元 ，计 划 用 3 年
左 右 的 时 间 建 设 运 营 。
建成后，交易中心将具备
原 创 艺 术 品 和 原 创 艺 术
衍生品的交易、展示、艺
术 品 拍 卖 以 及 版 权 交 易

等综合功能，并因此成为
中国最大的艺术品国家级
交易中心，涵盖架上绘画、
雕塑、版画、装置等多种艺
术类别。

洪峰指出，宋庄是北
京艺术家聚集最多的艺术
群落，由此会产生艺术交
易的需求，“不过这一交易
中心不仅仅是为宋庄艺术
家服务，而是作为国家文
化创意产业基地之一的大
盘子，服务的是全国艺术
家”。至于项目总投资额
50 亿至 60 亿元，洪峰透露
其中有政府投入，也有社
会资本的介入，“政府的作
用主要是提供相关的政策
扶植”。

相应的，国展美术中
心打造的也是一个多元化
的艺术区。国展美术中心
总裁杨春桥介绍：“中国国
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是
集创作中心、经纪中心、国
际美术馆、国内美术馆、世
界艺博会、交易中心、拍卖
中心、传媒中心、艺术基金
等于一体的大型艺术产业
中心。预计每年交易额将
超过百亿元。”

而中国美术馆老馆艺
术区内，艺术交易功能明
显被强化。东城区雍和园
管委会书记贾红梅在此前
区党代会上透露，东城将
把隆福寺地区打造成“首
都艺术品交易中心”。

北京的美术
馆也许迎来了最
好的时代。在政
策、资本的种种推
动下，北京不断涌
现各种艺术区及
新兴美术馆。昨
日记者获悉，民生
现代美术馆已选
址原北京松下显
像管电子厂，其六
万平米的体量将
刷新民营美术馆
的面积纪录；中国
美术馆新馆将落
户鸟巢附近，老国
展将被改造成巨
大 的 美 术 中
心……北京的艺
术版图正经历着
一次巨变，将形成
798地区、鸟巢区
域、老国展、老中
国美术馆、三里屯
等几个大的艺术
区域，而我们会发
现艺术区不再只
聚集于城市边缘
地带，三环内将出
现 多 个 新 的 区
域。专家指出，我
们进入了艺术区
呈现出加速发展
的迹象。

现象二 城市黄金地带变身艺术区
●代表艺术区：国展美术中心、新中国美术馆、墙美术馆
●特征：地理位置好、强力资本介入

对于艺术区纷纷进城且规模扩大，艺术批评家顾振清指出，国展
美术中心的建立是国家画院等机构积极分食国家艺术大饼的一项举
措。对于如此繁多的艺术区项目建设，艺术评论家费大为表示，很多
自己都不太了解，不过不管怎样有总比没有好。

现状
艺术区集中城市边缘

新世纪以来，当代艺
术的火热带动着798周边、
城乡接合部纷纷成为艺术
区，包括草场地、东营艺术
区 、创 意 正 阳 艺 术 区 等
（注：东营艺术区、创意正
阳艺术区等已被拆迁）。
不过这些自我开辟的环境
与场所大都处于城市的边
缘地带。

变化
大资本让艺术区进城

然而在近两年的北京
艺术版图中，人们可以发

现越来越多的艺术资本进
入，让城市黄金地带也聚
集起艺术区。记者了解
到，北京黄金地带工体及
三里屯附近就云集杨画廊
等 美 术 馆 。 而 曾 位 于
CBD 附近老清华美院内
的墙美术馆也正在工人体
育场东路建新馆。这个创
建于 2006 年的民营美术
馆推出艺术品金融化的概
念，不仅养活了美术馆，而
且还成立了艺术基金。墙
美术馆负责人苏晏告诉记
者，目前墙美术馆新址是
在工体附近，不过具体开
馆时间未定。

与此同时，三元桥附
近的老国展也将一变容颜

成为一大艺术区。国展美
术中心总裁杨春桥介绍：

“国展美术中心总面积达10
万平方米，分两期建成。”

除此之外，中国美术
馆老馆和新馆都各自形成
一个艺术区。记者了解
到，位于东黄城根北街的中
法大学旧址今年 3 月将变
成文化创意园“艺术8”。此
外，中国美术馆附近还将
进驻嘉德艺术中心。

而中国国家美术馆新
馆将坐落于鸟巢附近，虽
建成还有待时日，但已经
吸引书画频道美术馆等一
些美术馆、画廊“依附”在
其周围，形成一个新的大
艺术区域。

对于如此多新建美术馆的出现，不少人会担心国内是否有那么
多的展览以满足其展陈。对此艺术评论家王明贤认为现在是美术馆
增多的时代，但不会有那么多好的作品，大家想的都是先把场馆建起
来。以后在竞争下，好的美术馆将生存下来，其他的可能会昙花一现。

【
专
家
说
】

➡ ➡

独立策展人岳路平指出，过去的艺术区发展没有专注于艺术品交
易的。现在交易中心功能的强化，最主要的是国字头资本的介入。而
艺术评论家顾振清则认为对于交易中心要抱以客观态度，中国是否有
那么大的交易量、艺术品交易的需求怎样开发、怎样释放都是个问题。

C08-C09版采写
本报记者 李健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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