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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中 旬 ， 一 場 名 為

「她的敘述詩」的展覽在

上 海 的 「2040 書 店 」 開

展。這是一個關於女性問

題的展覽，分「他者的洞察」與「心靈

的剖析」兩部分，展品豐富多樣，有傳

統繪畫、詩歌、裝置藝術、數字媒介創

作等。這些作品通過藝術家們的生命體

驗和對周遭環境的獨特視角，探討女性

困境，展現女性力量。不少參觀者驚訝

地發現這場展覽是由 18 歲高三學生周

昀獨立策劃的。經此一試，她深感策展

之不易，在她看來，在扶持科班出身青

年策展人的同時，靠愛發電的「野生」策展青年也需要系統化教育支持。

周昀說，「野生」策展人獨立策展，從討論構思到最終落地，每一步都充滿了挑戰

和艱辛。辦展需要徵集展品、尋找場地、進行布展，每一個環節都不容易。作為策展

人，她首先需要和參展的作者交流，這些作者既有朋友推薦的，也有她在社交媒體上

認識的，需要反覆溝通確認。

通過實踐，她認為，年輕的策展人需要具備很強的溝通交流能力。同時，要有包括

藝術家、場地方、投資人等在內的資源。其次是要具備較強的時間規劃和抗壓等能

力。

「之前有在老師的帶領下做過策展助理工作，感覺這是一種很好的形式表達自己的

想法。所以想獨立策劃一個展覽。」周昀表示，她是自學策展，通過跟老師布展、網

絡自學等方式學習了很多知識，這次也得到了好幾位優秀的策展老師的指導。

冀權威院校開通更多線上課程
通過這次的展覽策劃活動，周昀堅定了藝術策展方向的學習目標。「未來希望能進

入正規院校系統學習，掌握藝術史，提升邏輯思維能力和寫作能力等，通過更多的實

踐活動為未來進入策展行業打下良好基礎。」她並期待，權威院校可以開通更多線上

教學課程，為「野生」策展人提供系統的學習平台，「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考上名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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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虛擬策展大賽
以賽促教以賽促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江 鑫 嫻 北 京 報
道）想要成為經驗豐
富的策展人是否苦於
缺少實踐機會？中央
美術學院美術博物館
虛擬策展實驗室研發
的虛擬策展實驗項目
給出了解決方案。項
目旨在通過還原度
高、操作性強的虛擬
策展課程，為學生提
供感性認知藝術作品
和策展理論的機會，
搭建還原策展過程的平台。只要上線進入系統
點擊各種按鈕選項，搭建一個虛擬展廳，自由
變換牆面、地面的色彩和材質，任意調整畫框
選擇及搭配，並根據不同場景轉換燈光系統，
真正模擬線下策展中的各個要素及環節操作。
同時，中央美術學院還組織了全球大學生虛擬
策展大賽，以賽促教、以賽促用。

全球資源匯聚 培養新型人才
在2022年首屆虛擬策展大賽上，央美實驗藝

術學院展覽策劃與藝術創作方向的學生高藝煒
和王典的作品《戰或逃》獲青年藝術100賽道
特等獎，這也是她們第一次虛擬策展經歷。這
樣的形式為她們的研究和策展工作帶來了很多

新的想法，她們也通過龐大的參賽人數了解到
現在海內外有很多志同道合的青年，收穫頗
豐。已經舉辦兩屆的這個比賽，參賽人數已達
3,000餘人，覆蓋近400所高校，得到十幾所藝
術機構支持，舉辦10餘場學術講座，積累虛擬
展覽案例近2,000個。
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范迪安認為該平台主要

有三方面特點：首先，可及時匯聚全國乃至全
球在展覽策劃方面的最新成果和史料，既有圖
文，又能進行數據歸類，為分析全球展覽策劃
動向提供支持；其次，這些匯聚起來的海量信
息資料，有助於進行展覽策劃相關的教學研
究；最後，該平台能夠為培養新型策展人才提
供激活思維的空間。

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管理與教育學院「藝術展覽
策劃管理」工作室的朱小姐目前供職於北京一家機

構，負責展覽項目的管理與執行工作。本科學習過程中
學校那排了兩年的工作室課程，她學習了展覽寫作、視
覺傳達、布展、宣傳、財務、法務等諸多課程。回望在
學校的學習，她認為，實踐經驗對於做展覽極為重要。
「展覽事實上是現實性很強的『工程』，落地過程中會
用到很多和藝術沒有直接關係的日常生活技能。大四
時，我們用了一個多星期去參與一個『中國風景』展的
布展，對布展的流程、方法、難題有了基本的了解，最
終將布展經驗總結成了一本《布展人手冊》」。

人才培養課程涵蓋本碩博三階段
據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管理與教育學院院長余丁介紹，
該校藝術項目和藝術策展方面的人才培養課程涵蓋了本
科、碩士和博士三個階段。在本科階段，藝術管理和教
育學院有「藝術展覽策劃管理工作室」，主要培養最基
層的展覽管理和策劃的隊伍。在碩士層面上，有聯合導
師組，主打策展研究方向。在博士層面，設有博士導師
組，叫作展覽策劃與視覺傳播方向。
據悉，依據藝術管理近些年來在行業中的就業方向制
定的，央美藝術管理與教育學院已形成了「美術博物館
管理」「藝術商業管理」「藝術出版與傳媒管理」「藝
術展覽策劃管理」以及「藝術治療」五個工作室，採用
「小班工作室授課」+「項目制」的模式。其中，「藝
術展覽策劃管理」意在為美術文博展覽，雙年展、博覽
會、畫廊、大型藝術和非藝術領域展會培養人才。

注重實操訓練 邀一線工作者參與
「藝術展覽策劃管理工作室」負責人周青副教授在參
加（對談時）提到，本科階段開設策展工作室的主要宗
旨是為策展專業培養具備全球視野、專業綜合素質與實

際技能的專業人才，更注重對策展實務方面實操能力的
學習與訓練。另外，因為策展人是需要積累實際操作經
驗的，所以工作室喜歡請很多「戰鬥」在第一線的藝術
工作者來到課堂之中。同時結合數字化時代策展教育特
點，有效提升了學生的全球視野、專業素質與研究和實
操的能力。
通過相關課程，學生們系統學習了策展理論與個案研
究，調研報告、策展提案、宣傳與公教方案的撰寫以及
預算編制、布展實務及項目管理等內容，每屆班級都編
撰了不同主題的《布展人手冊》與專著的翻譯等。每一
位學生都親身參與了不同機構中具體展覽項目的實際工
作。

「好的策展人不是單一維度人才」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策展人張子康亦提到，策
展是一個非常注重實踐的學科。因其在學校裏帶策展專
業的博士生、研究生，他更傾向於招收有過實踐經驗的
學生。就中央美院而言，在教學方面還是非常開放的，
會邀請校外的獨立策展人、理論家來參與教學。尤其是
高年級研究生、博士生，他們要參與到策展的實踐中。
他還提到，一位好的策展人，不是單一維度的人才。他
需要對藝術本體有深入的理解，要掌握系統的美術史知
識，否則策劃的展覽可能就會欠缺專業度。
「在策劃和製作展覽的過程中，策展人有很多可以發
揮的空間。」朱小姐表示，策展的實踐經驗需要從一個
個展覽裏去感受和累積經驗。策展人還要有一定的理論
思考的深度，以及對社會問題的敏感度，後續要通過各
方面的研究、分析、反思，尋找展覽未來發展的方向。

倡設長效激勵機制 構建身份認同
談及畢業後的學習和策展機會時，朱小姐坦言，並不
多。對此，央美藝術管理與教育學院院長余丁表示，在
與國際策展人培訓制度進行對比之後，也在反思應如何

構建中國青年策展人培養體系，尤其是院校畢業以後，
在成為機構策展人或獨立策展人的道路上，還可以為他
們創造更多機會。今天很多青年策展人沒有將策展視為
可以謀生的職業，而是更多視策展為副業，大多都是有
着多重身份的年輕學者。在成為合格、優秀的策展人的
路途中，既需要個人自覺性的探索和長期堅守，也需要
外部建立長期有效的激勵機制。為此，他提出，相關部
門要構建身份認同，為策展人與藝術機構之間搭建溝通
平台，並注重項目運作和資金籌措能力的培養。

•以學院教育為帶動，配合青年策展人扶持項目，在
策展人生涯成長中，形成多維度的培養。

•建立青年策展人的身份認同，青年人需要「被看
見」。

•構建青年策展人與藝術機構的溝通平台。
•資金是展覽所必須的，注重青年策展人資金籌措
能力的培養與鍛煉。

內地青年策展人 人才培養四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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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策展人，不是招聘來的。」在香港文匯報採訪過程中，受訪的內地策展行業人士對這一點有高度共識。根據香港文匯

報記者整理，包括中央美術學院、四川美院、廣州美院等在內的內地八大美術學院均開設了策展專業方向，培養相關人才。高

校的專業學習，對於策展行業從業者而言，僅僅是開始。隨着觀眾審美水平的不斷提高，對策展的水準要求也相應提升。

對策展人來說，要有研究的深度、詮釋故事的能力、良好的審美，具備組織能力，能把科研人員、設計人員、信息化技術員、宣傳人員、文創開發人

員、教育人員、文保人員等集合起來，還需要熟悉團隊裏每個人的能力，讓他們在各自最恰當的崗位上發揮作用。「不是人才充足了，就能策劃出受歡迎

的展覽。」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漢二陵博物館）副院長林冠男說，策展人需要的是全方位技能，熟悉整個策展流程，熟悉各種包括財務制度、

申報流程等行政手續，這些都不是短期可以實現的事情。

可以說，策展人的培養是一個不斷進階的過程，院校教育是基礎，組織、內容把控、溝通、運營、傳播等策展人必備技能還需

在具體工作實踐中慢慢摸索。「新人需要在實際工作中累積資源、提升能力。」廣東省博物館陳列展示中心主任白芳如

是說。

中央美術學院2024研究生畢業作品展近日開展，同學們用「腦洞大開」的創意，吸引了許多觀

眾。其中，藝術管理與教育學院研究生畢業展，展示了策展、空間、賦能、市場、教育等

五大板塊議題。作為實習課程，這場展覽由學院本科學生親自操刀，形成教學、

策展、傳播三位一體的課展融合模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黃寶儀 北京、廣東報道

▲觀眾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參觀央美設計學院研究生
畢業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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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展覽作品「塵埃與未來——來自世界之外的藝術」。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心嚮往之心嚮往之．．20242024中央美院研究生畢業作品中央美院研究生畢業作品
展展」」展覽現場展覽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攝

▼
央
美
藝
術
管
理
與
教
育
學
院
研
究
生
畢
業

展
上
，
畢
業
生
代
表
劉
雲
柯
錄
製
數
字
人
形

象
為
觀
眾
進
行
導
賞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江
鑫
嫻
攝

▲觀眾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參觀央美書法學
院研究生畢業作品。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