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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深圳美术馆论坛即将在深圳美术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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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当代艺术与艺术史写作”，针对当代艺术史写作中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论坛旨在通过对中国当代

艺术史写作案例的讨论，引申出批评家们在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背后的观念。本次论坛邀请到了当今活跃的艺术理论家和学

者，以及部分青年的学者，或结合实际、具体的写作经验，深入系统地分析当代艺术史写作中的各种问题，或针对当代艺术史

写作中的部分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当代艺术与艺术史写作——第四届深圳美术馆论坛”将于2010年1月23日在深圳美术馆举行 

    由深圳美术馆主办的“当代艺术与艺术史写作——第四届深圳美术馆论坛”将于2010年1月23日在深圳贝岭居

宾馆会议厅举行。“深圳美术馆论坛”是深圳美术馆的常设性批评理论研讨会，经过前三届的成功举办，已经形成

了广泛影响，成为深圳美术馆的学术品牌。 

    本次美术馆论坛共邀请了20多位当代艺术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和一些艺术界的青年学者参加论坛，

并且邀请了部分媒体代表和境内外学者作为论坛观察员参加会议。论坛开幕前将结集出版一部学术文集，内容包含

了由批评家们针对本次论坛主题所撰写的学术文章等。 

    “深圳美术馆论坛”一直在深入关注当代艺术创作及批评理论的现状，并对当代艺术界出现的问题具有敏锐的

观察力，从而提出一些值得艺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的问题。2003年，深圳美术馆成功策划并举办了以“共生和互

动”为主题的第一届研讨会，对20年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和批评进行了梳理总结； 2005年，第二届论坛以“当代艺

术的社会学转向”为主题，针对当代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2007年，“第三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与

“首届雅昌艺术论坛”合并，从“媒介、图像、市场”这几个关键词来深入剖析当代艺术创作、批评及与艺术传播

等等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前三届论坛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深圳美术馆迎来了第四届论坛的开幕。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当代艺术与艺术史写作”，针对当代艺术史写作中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论坛旨在通过对

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案例的讨论，引申出批评家们在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背后的观念。本次论坛邀请到了当今活跃

的艺术理论家和学者，以及部分青年的学者，或结合实际、具体的写作经验，深入系统地分析当代艺术史写作中的

各种问题，或针对当代艺术史写作中的部分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论坛邀请到了南京大学高华教授和北京大学李扬教授分别做两个主题报告：《历史学界对

这三十年历史书写的讨论》（高华）及《在文学史与当代文学之间》（李杨），在报告中，两位学者分别从“历史

学”与“文艺学”层面谈各领域当代研究的问题，由此展开本届主题的讨论，呈现“艺术”与“历史”、“文学”

之间的对话，主办方及主持人表示，希望能借此找到一些在原来的学科中找不到的声音和角度。 

深圳美术馆一直致力于对当代和本土艺术的关注、引导和推介，并期望通过展览、学术研讨会等形式的活动把这一

学术定位付诸实践。作为一项常设性的批评理论研讨会，每一届论坛的主题即代表了美术馆在一定时期的学术着眼

点，从而对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框架的建设，及当代艺术实践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 

据悉，在论坛开幕前一日（即1月22日）下午，深圳美术馆主办的“你西我东——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将在深圳

美术馆举办，论坛与会学者、业界媒体代表、深圳本土媒体代表、艺术家等将参加展览开幕式。 

附：“当代艺术与艺术史写作——第四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简介 

一、缘起 

“深圳美术馆论坛”是一个常设性批评理论研讨会， 2003年，深圳美术馆成功策划并举办了以“共生和互动”为

主题的第一届研讨会，会议梳理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与当代艺术20年来的历程；2005年第二届论坛以“当代艺术的

社会学转向” 为主题，就中国当代艺术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探讨；2007年，“第三届深圳美

术馆论坛”与“首届雅昌艺术论坛”合并，力图从“媒介、图像、市场”这几个关键词深入当代艺术创作、批评的

内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现状进行系统考察。这三届论坛均出版文集，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现已成为深圳美

术馆的一个学术品牌。 

二、论坛主题：当代艺术与艺术史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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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题释义 

不同时期的艺术批评，都自觉将其对批评对象的判断指向艺术史：“是否能进入艺术史？”或者“是否将来为艺术

史所验证？”；艺术史成为艺术批评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准则。 

在这种背景中，当代艺术史的写作，就成为了一种冒险。当代人近距离地进行当代艺术史写作是否可能？当代人能

否有效地对当代艺术进行历史的描述和判断？这些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 

然而，实践总是先于理论的论辩，当这些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写作实际已经发生，

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鉴于此种现状，第四届深圳美术馆论坛拟以“当代艺术与艺术史写作”为主题，其主旨就是针对已经发生的中国当

代艺术史写作的案例，针对这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邀请有关学者就此主题进行深入、系统的讨论和

分析。本次论坛将邀请当今活跃的艺术理论家和学者，特别是有着当代艺术史写作实践的理论家和学者发表他们的

见解。 

本论坛并不是对已有中国当代艺术史著作的评估会和写作经验的交流会，本次论坛更强调通过当代艺术史写作个

案，探讨艺术史写作背后的基本观念。我们希望在论坛上能够讨论如下问题： 

1、 当代艺术与当代艺术批评以及当代艺术史的关系； 

2、 当代艺术的写作与艺术史的观念； 

3、 当代艺术史和一般艺术史的关系； 

根据已有当代艺术史写作的案例，探讨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的价值以及存在的问题。  

四、出席本届论坛学者名单（以姓氏拼音为序，20人）：  

陈  默 《大艺术》杂志主编 

段  炼 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教授 

冯博一 自由批评家、策展人 

冯  原 中山大学教授 

高  华 南京大学教授 

高  岭 《批评家》杂志主编 

冀少峰 河北美术出版社编辑 

贾方舟 自由批评家、策展人 

靳卫红 《江苏画刊》杂志编辑 

李  杨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  淳 《黄河》杂志副主编 

鲁  虹 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 

吕  澎 中国美术学院教师 

彭  德 西安美术学院教授 

皮道坚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孙振华 深圳雕塑院院长 

杨小彦  中山大学副教授 

殷双喜 《美术研究》杂志执行主编 

朱青生 北京大学教授 

邹跃进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五、论坛组织 

主办单位：深圳美术馆 

后援单位：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 

论坛组委会  

主       任：宋玉明 

委       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孔晓冰  李原原   黎晓阳  鲁  虹  覃京侠  宋玉明 

                王子蚺  尹烨斌   游  江  张燕方  赵伟东  曾   凡 

学术主持：孙振华  鲁  虹 

学术助理：覃京侠 

相关文章                                                                               

【孙振华  鲁虹】第四届深圳论坛主持人语 

【宋玉明】 第四届深圳论坛前言 

【“当代艺术与艺术史写作”——第四届深圳美术馆论坛 论文内容提要及关键词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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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的事实 ■ 碰撞与融会

■ “你西我东”展览前言 ■ 目击“当代艺术与艺术史写作”

■ “当代艺术与艺术史写作” ■ 第四届深圳论坛前言

■ 第四届深圳论坛主持人语 ■ 第四届深圳美术馆论坛即将在深圳美术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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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请您在留言评论时：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

规；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艺

术批评家网站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您在艺术批评家网站留言板发表的内容，艺术批评家网有

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参与本留言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不良留言举报电话：010-1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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