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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举行的515艺术创窟艺术季开园
活动是达州2020年新年期间重要的一项
文化艺术活动。将有来自多个国家以及
中国本土知名的艺术家共聚达州，用艺术
之光照亮达州的新年。

515艺术创窟展示空间主要由3个展
示场馆和户外展示空间构成。其中展示
面积最大的515艺术创窟美术馆1号馆原
为一座天然洞穴，设计师在尽可能保留洞
穴自然形态、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现代
化改造，使之成为一座具有形态唯一性的

“洞窟美术馆”。
本次1号展馆作为展览的重要展示场

地，将展出以雕塑、装置以及实验影像等
形式的当代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展示将依托展馆独特的造
型布局，使作品与整个美术馆的环境氛围
发生联系，使作品在展厅空间中重新进行
再创造，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体现出本
次展览“在地的国际化，在场的当代性”的
核心理念。

用当代的视觉方式引导人们去认识
和思考当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等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和问题。当代
艺术将科技、文化等因素都纳入视觉呈现
中，给不同人群带来多元的感悟和理解。

1 号展馆中的艺术作品正体现了这
一理念。艺术家们或是用影像记录或者
雕塑造型反映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发现、
自我改造的这一过程，传达生活的正能

量；或是以现成品实物组合形成的装置艺
术作品体现对于达州乡土的记忆、对于历
史岁月的记忆，使观众通过艺术作品与现
场空间的历史、地域文化印记产生联系；
或是借用声、光、电结合的科技给人以新
奇有趣的互动体验以及亮丽炫目的视觉
效果。

1 号展馆的作品形态丰富，视觉效果
突出，富于动感表现力，代表着当代艺术
最前沿的创作思路和水准。观众可以在
此收获多种不同的视觉体验和感受，加深
对当代艺术以及当代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激发出更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本报特别报道组）

洞窟里的美术馆
——探访“地方·国际”515艺术创窟美术馆1号馆

幽深的洞穴带着天然的神秘，
身处其间，仿佛有来自远古的声音
从洞穴深处渐渐传来;洞穴壁灯光闪
亮，五彩斑斓，行走其间如穿梭时光
隧道，给人们提供了独特而极具冲
击力的视觉体验……这里是 515 艺
术创窟美术馆1号馆！

515艺术创窟艺术季开园活动即将拉
开大幕。80余位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和20
余位美术批评家、艺术活动家、学者将汇
集达州。近200件绘画、雕塑、装置和实验
影像作品的集中展示，是给达州市民最好
的新年礼物。活动期间将围绕“地方·国
际”这一主题展开专题讨论。这是截止目
前达州规模空前的一次艺术盛会。

日前，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本次活动
策展人王林先生。

记者：本次活动定位为“地方·国际”，
活动期间将有80余位国内外艺术家和20
余位批评家参加，这将是艺术界和美术批
评界的一次盛会。请问我们怎么理解“地
方·国际”这样的定位？

王林：“地方·国际”之“国际”的概念
是地球村、高科技和全球气候变暖这种状
况下的互联网文化资讯，而任何地方哪怕
是最闭塞的乡镇，都可能因为某种事件成
为国际资讯的舆论中心，每个地方都有做

“十五分钟明星”的机会。“地方”之谓，不
仅是文化传统的栖息地，更是文化更新的
发生地，这样来讨论全球化和国际化，也
许会将“地方”的概念认识得更清楚，更有
发生学的意义。

记者：本次活动有三个展览场馆，各
有侧重。1号馆集中了30位国内外知名艺
术家的雕塑、装置和实验影像作品；2号馆
以“文献+作品”的方式梳理达州40年现、

当代艺术的发展；3 号馆则是以西南知名
艺术家的架上作品为主。这是有意安排
吗？对当代艺术你是怎样看的？

王林：这是根据展场空间和展览内容
所做的安排，既有国内外艺术家在创作中
所呈现出来的国际化，亦有西南艺术家作
品所体现出来的在地性，而梳理达州现当
代艺术脉络，更有本土在场的意义。实际
上，在场的当代性和在地的国际化是一种
价值诉求，旨在强调艺术家的个人创造力
对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文化进步与知识更
新的推动作用。

记者：从主办方目前透露的情况看，
展览上将有魏传义的代表原作《晨星》、罗
中立的《父亲》素描小稿、庞茂琨的素描和
冷军的《肖像之相——小唐》，他们与达州
有着怎样的联系？

王林：魏传义是达州人，他的贡献是
通过大巴山的老一辈革命家魏传统、张爱
萍等人，将四川美院伤痕美术、乡土绘画
带进了具有美术史意义的开放时代，罗中
立乃是其中的佼佼者，庞茂琨对世界美术
史的创变，具有重塑川美艺术创作高地的
作用。冷军与贺兴友从绘画和摄影两个
方面把超级写实主义艺术倾向做了新的
不同寻常的表达。其“达州情结”是地方·
国际发生的基因和维度。

记者：目前有活跃在国内美术界的近
40余位知名艺术家，以及美国、德国、加拿

大、阿根廷、韩国、英国的10余位外籍艺术
家参展，如：顾雄、孙海力、向京、西西莉
亚、道格拉斯、朴雄珪等等，可以说，他们
代表了一定的艺术水准。你能简单介绍
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王林：不是一定的艺术水准，而是相
当的艺术水准。展览一开园，大家可以到
现场去看看，我先不作评价，让达州的艺
术圈、文化人和观众去和他们交流，这不
是更有意义吗？我希望他们的作品和在
地在场的艺术空间环境有一种相互发生、
相得益彰的关系，而洞窟美术馆的现状和
历史自会有令人产生意外的观赏乐趣。

记者：本次活动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
将专门举办首届“地方·国际”专题论坛，
具体主题是什么？据我所知，在三、四线
城市举办国内这样高规格的专题论坛还
是第一次。本次论坛将会产生怎样的影
响？

王林：这是这次艺术活动的重心所
在，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这些年来，对国
内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影响自不待言，
而专题论坛更有其针对性，“互动的网络
和下沉的审美”主题发言是案例也是提
示，表明在中国乡村社会城市化的过程中
我们不能无视“逆城市化”现象正在发生，
这和中心的消解、审美的下沉不无关系，
而复归三、四线城市和乡村社会不仅意味
着社会结构的重组与传统知识的更新，更
意味着在地人格的根本改变，这有助于新
时代公民意识的建设与推进。艺术批评
之于艺术创作是一种反省，而人之所以为
人，就是因为人的行为不仅是行动本身而
已，而是要去思考前因后果，思考行为的
意义，以此形成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历史
方向感。批评的意义，就是促成与确立文
化事实趋真向善的历史方向。

□本报记者 张全普

“达州情结”是“地方·国际”发生的基因和维度
——访515艺术创窟艺术季开园活动策展人王林

王 林

著名批评家、策展人。四川美
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安美院客座
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美术学
学科带头人，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
员，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专家。
515艺术创窟艺术顾问。

温 馨 提 示
515艺术创窟艺术季开园活动将于2020年

1月10日举行开幕仪式，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中
国美术批评家年会首届“地方·国际”专题论
坛。届时，80 余位国内外知名艺术家，20 余位
美术批评家、艺术活动家、学者，近20家艺术机
构嘉宾，30余家媒体记者将云集达州，这将是我
市迄今为止规模空前的一次艺术盛会。为维持
活动现场秩序，确保道路交通畅通，特提示如
下：

一、凡进入园区人员凭嘉宾证、媒体证、工作
证、入场券和车辆通行证入园。1月10日开幕式当
天不对公众开放。

二、由于神剑园至515艺术创窟的公路尚在
建设中，罗江大桥至515园区路段十分狭窄，1月

10日上午所有车辆在11：00之前，凭车辆通行证
单向通行，只进不出。

三、罗江街道和 515 艺术创窟目前无大型
停车场，除与会人员统一乘大巴前往园区外，达
州本地受邀嘉宾凭入场券进入园区，请乘公交
车前往，所有自驾车一律不得入内。

四、本次活动的展览时间为：2020年1月10
日——3月10日，1月11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
建议市民观展避开人员高峰期。

515 洞窟美术馆每日开馆时间：9：30——
17：00。周一休馆。

515艺术创窟
达州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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