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众城之城，创意未来

Q：作为美术馆，如何在国际化影响之下帮助本土艺术发出中国的声音、

上海的声音？

A：上海拥有能够把不一样的文化融入后再进行改造，变成自身文化的一

种特色。我们作为一家美术馆，更应该追随它，有一种自身的文化态度。

大约十年前我就提出了“黄盒子”理论。西方的当代艺术是一个完整体系

下的“白盒子”，讲的是物体和背景是对立关系，物体要远离背景，即以作品为

中心。而我们提出“黄盒子”理论，讲的是艺术的背景和物体不应该是对立的，

而应该是一种融合的状态。因此，对于这种差异性文化，应该保持一种融合

的、多元文化发展的思想。“黄盒子”理论包含五大融合，传统与当代的融合、东

方与西方的融合、精英与大众的融合、学术与市场的融合，以及艺术与生活的

融合。五大融合的“黄盒子”思想将代表我们的一种态度，我们不是排他性的

对抗性文化，而是求同存异、包容吸收的一种海纳百川的文化。

Q：公众对艺术的需求明显增长，喜欢看展览的人群越来越普遍化和年轻

化，如何让一个普通人或者完全没有艺术背景的人看懂一件作品？

A：在中国，周末是商场跟饭店生意好，而在欧洲则是音乐会和艺术展馆

人最多，这是文化的差别，但这种情况早晚要改变。作为美术馆，我们在展览

中运用了很多创新方法来吸引观众，比如：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读懂作

品，我们也采用了一些语音导览、二维码导览等方法，包括以前还做过一些相

关的动画，以及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乐高教育区等。

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是一家集艺术收藏、展览、教育、研究与学术交流为一

体的民营非营利性公益艺术机构。其前身为创建于2005年的上海证大现代艺

术馆。

自成立以来，美术馆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下，一直以开放的姿态和前瞻性的视

野探索美术馆的新模式。通过展览、学术交流等多种形式的探索，努力构建国内

外艺术家、机构、公众之间的互动平台，在全球化语境中寻求新的发展可能。它

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活跃在上海，树立了以当代性、学术性和开放性为特点的新型

美术馆品牌，并逐渐将影响力辐射至国际。自2005年以来，美术馆已举办近60

个国际艺术交流项目，成为中国民间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作为创始馆长，沈其斌一路见证了喜玛拉雅美术馆的成长，而他自身的丰富

经历也助力了美术馆的发展。由于自己就是艺术家出身，沈其斌很早就看到了

这个身份的局限性，因此他曾在1998年暂时放弃艺术家的身份，用十年的时间

做起了为艺术家服务的工作。其间，他做了两年画廊生意，后八年则致力于运营

美术馆。2003年，沈其斌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多伦美术馆创始馆长，一做就是15

年。在创办证大现代艺术馆后，他又在2009年宣布自己是个商人：“我不是放弃

艺术家身份，或者放弃美术馆工作，只是我又多了一个标签。我觉得，单一的美

术馆服务于艺术是不够的。当时我就有了一个理想，要让艺术走进千家万户，让

更多的市民百姓有机会来分享艺术。”

沈其斌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文化和艺术要想可持续发展，需要自我造血，

需要能量，所以，他们又孵化出了“证大文化”。在沈其斌的带领和推动下，喜玛

拉雅美术馆一直坚持走在学术的前沿，探索和引领当代文化，寻找传统与当代的

联结，打破东西方文化壁垒，从中探求艺术的融合与发展。他期待在不久的将

来，喜玛拉雅美术馆能成为一张靓丽的城市文化名片，一张世界艺术的名片。

照亮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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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刊×沈其斌

沈其斌 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创始馆长、理事会理事长，艺术思

想传播者，知名策展人，评论家，艺术家，证大集团艺术总监。曾经担任

上海多伦美术馆创始馆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红钻战略基金艺术总顾

问，上海文化艺术品研究院当代艺术中心主任、研究员，吴作人基金会国

际策展人项目常务理事，文化部文化政策研究所艺术品新交易模式课题

组研究员，以及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投资收藏特聘授课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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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年

从2005年喜玛拉雅美术馆开馆，我们就有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扶持青年艺术

家是我们建馆以来的一个宗旨。喜玛拉雅之所以能在行业里有影响力，就是因为

我们一直是在前沿发声，推动青年艺术家成长，这是一个趋势。对于青年艺术家来

说，当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这个时代其实是很包容很开放的。青年代表未

来，我们会持续地关注年轻艺术家，我们有“青年思想者驻馆计划”，还会帮助一些

优秀的艺术家，将他们的作品推送到国外展览，或者帮他们策划个展等等。

关于未来

试想一下，到了2035年，喜玛拉雅应该会成为上海文化艺术的一张靓丽的名

片。整个喜玛拉雅中心是一个博物馆群的概念，而不是某个单一的展览。我希望

喜玛拉雅中心能够真的像这个名字一样，能够站在艺术之巅，成为上海精神文明的

一个新高地。

未来说

＋

Q：喜玛拉雅的公共教育活动很丰富，如何通过这些活动来打造一个更好

的、良性发展的艺术生态系统？

A：从建馆以来，我们一直注重公共教育。美术馆每个星期都有面向公众

的活动，还开展了义工服务，可以让观众们通过边做义工边体验美术馆。同时，

还有面对不同年龄层次的艺术课程，我们也常年举办各种各样的讲座和论坛。

Q：上海2035城市总体规划，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从美术馆的角度，

如何助力上海成为卓越的全球当代艺术地标？

A：我觉得，整个城市的软实力还有待提升。比如，全民综合素养和全民审

美素养的提升。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跟美育、审美相关的建设，还有待

参照纽约、伦敦等城市的经验。而喜玛拉雅会成为上海打造国际化城市中的一

张比较靓丽的文化名片。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做世界艺术的名片。这是我们

未来的目标，必须是站在全球视野，不仅仅要发展美术馆，我们还会引进世界各

地不同的艺术IP，也会创造、打造我们自己原创的艺术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