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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_E5_B1_8A_E5_A8_c57_614696.htm 艺术圈内几个月来猜测

的一件事终于曝光，旅居纽约的华人艺术家蔡国强在个人网

站上公布了中国馆参加今年第51届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的主

题和计划。中国馆主题定为“处女花园浮现”（VirginGarden

：Emersion），参展人包括艺术家刘、徐震、彭禹和孙原，

以及建筑师张永和、王其亨。 “50 70”组成中国馆团队 去年

就传出中国馆将参加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消息，但是一直

没有明确的消息，即使艺术圈内人也不知道进展如何。直到

上月底蔡国强工作室将部分消息发布在国外网络上，展览主

题和参展艺术家名单才第一次曝光。但是到现在为止，展览

主办者文化部或具体操作展览的中国馆艺术委员会还没有发

布任何公开消息，让这一计划显得扑朔迷离。 根据蔡国强工

作室公布的策展规划，今年中国馆的展览专员是中央美术学

院副院长范迪安，策展人则是蔡国强自己，助理策展人是任

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皮力。负责操作展览的是在文化部领导

下成立的2005年中国馆艺术委员会，成员有中国美术学院院

长许江、艺术评论家王明贤以及范迪安、蔡国强。除了生于

上世纪70年代的年轻策展人皮力，许江、范迪安、蔡国强、

王明贤都于上世纪50年代生于福建，而参展艺术家中刘、徐

震、彭禹和孙原都生于上世纪70年代，是目前活跃的年轻艺

术家。展览似乎可以说是“50 70”的组合，50年代出生的艺

术界中坚对70年代出生的年轻艺术家的认可，重视年轻艺术

家也和今年中国馆主题“处女花园浮现”的含义一致。 中国



馆分户外室内两部分 中国馆主题“处女花园浮现”是受展览

场地的启发，表现了中国和中国当代艺术出现在这个西方主

导的双年展的全新意义。今年中国馆分为户外室内两部分：

其中户外部分在当代的“处女花园”中，中国馆中有华人建

筑师张永和设计的竹帐篷，由传统工匠制作的竹条构成的庭

园可以让观众在下面乘凉。孙原和彭禹这对年轻的艺术组合

将把中国乡镇居民自己制作的碟形飞行器搬到威尼斯进行试

飞。天津大学建筑学教授王其亨将实施针对威尼斯的风水计

划。而室内部分在军火库区的一个废弃海军仓库中，有徐震

的录像装置和刘的灯光装置，这个部分侧重的是观众的体验

，对于个人和社会针对突发因素的反应。 蔡国强认为现在设

立中国馆不仅可以展现中国当代艺术和国家形象，更重要的

是促进人们思考在21世纪设立一个中国国家馆是为了什么，

以及中国馆应该怎样设计，从而成为21世纪的新典范，因此

他们挑选艺术家本质上就是要研究国家馆的性质和这个国际

竞赛舞台的环境，从而表现出中国馆或任何一个21世纪的国

家馆应该有的样子。 文化部希望建立永久中国馆 策展方案中

不无自豪地称中国的参与将是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艺术结构

的一个重大调整，中国馆的建立被当做中国政治、经济和文

化影响力增强的一个标志。 据悉，中国文化部和意大利威尼

斯双年展组委会是在2005年3月达成协议的，宣布有110年历

史的威尼斯双年展将迎来第一个官方中国馆，代表中国出现

在6月开幕的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中国馆的场地问题一度

是双方最头疼的问题，据说是通过蔡国强的联络才得以找到

场地作为临时的中国馆场地。文化部还将和威尼斯双年展方

面进一步协商在2007年建成一个永久性中国馆。 事实上，在



国际性双年展增多的今天，威尼斯双年展的影响力已经有所

下降，而中国艺术家以个人身份参与双年展已经有十多年的

历史，1999年的完全开放部分有将近20名中国艺术家参加

，2003年更有将近30位华人艺术家参加，2003年文化部也支持

范迪安为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划中国馆，后因SARS爆发未

能成行。 ■参展作品详解 刘作品《闪亮》强调“互动” 刘的

参展作品《闪亮》是一个大型灯光装置，刘告诉记者他主要

是用摄影棚采用的1200瓦的闪光灯组成，观众刚刚进入的时

候里面比较暗，但是有人用相机闪光灯拍照的话就会诱发已

经设置后的所有灯光闪亮，“不仅让你手中的照片曝光过度

，也会让人感觉越来越不舒服”，因此这个作品的特色是互

动性和体验性。出生在北京的刘已经参加过去年的上海双年

展、首届广州三年展等大型展览。 徐震作品《喊》关注“反

应” 1977年出生在上海的徐震已经参加过第五届上海双年展

和2001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他的参展作品《喊》是一个多媒

体装置，徐震说他的这个作品主要是在地铁、商场中人流往

一个方向行进的时候，突然喊一声，人们就暂时停下来寻找

是谁发出声音，不同人的反应是他关注的焦点。他说自己

在1998年就有了这一类型的作品，这次只是根据新的场地和

邀请做调整而已。 中国UFO反映农民勇气与梦想 孙原和彭禹

是最近几年最活跃的艺术组合，他们已经参加过2001年日本

横滨三年展、2004年光州双年展等国际大型展览。他们的计

划《不明飞行物UFO》是邀请安徽乡镇的设计师杜文达把他

自己设计的土产碟形飞行器运到中国馆展览并进行试飞。 杜

文达是安徽萧县的一个乡镇青年，他从1999年开始自己设计

制造碟形飞行器，并得到亲友的帮助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设



计。他从去年以来成为多篇报道的主角，但是他没有料到孙

原和彭禹会把它带到威尼斯试飞。艺术家孙原透露他们是在3

月份决定把杜文达的飞碟带到威尼斯参加展览的。为此他和

彭禹多次到萧县找杜文达协商，因为已制作的飞碟焊接成了

整体，他们不得不把它拆解开来，并海运到威尼斯。 现在，

这个6米高的飞碟的一部分零件已经运往威尼斯，孙原认为这

个作品的意义不仅是飞碟，而在于杜文达制作飞碟的整个过

程反映出中国农民有勇气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不像城市

人那样完全从现实考虑，而是去主动实现梦想，所以我们看

到有自己制作汽车、潜艇、飞机的，但是我们觉得杜文达做

的更有代表性，他完全是要把一个梦想的东西变成现实”，

他认为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展示一个梦想在现实中实现的过程

，以及反映出的各种问题，“对于艺术家同样如此，不能失

去想像力，不要把自己或别人固定在一个角色上”。 到6月8

日威尼斯双年展预展的时候，人们将看到杜文达的碟形飞行

器首次在威尼斯试飞，而中国馆也将迎来自己的“试飞”。 

户外作品继续主打中国牌 中国馆户外部分将有两件作品，都

是把中国本土的元素用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参展的王其亨

是天津大学建筑系教授，他以研究古代风水和建筑设计理论

知名，他这次的作品是《威尼斯风水计划》，将用中国古代

的风水术来分析国家馆区、双年展和威尼斯城的地形和建筑

，并以计算机输出图片和视频播放展示过程和结果，这也是

为将来中国馆的建筑基地勘探地形。 张永和是北京大学建筑

学研究中心主任和“非常建筑室”的主持建筑师，他已经受

邀今年秋天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建筑系主任。他的作品

是用利竹子修建一个长52米、宽29米的户外建筑装置，把户



外庭院转化成传统中国园林和当代建筑混合的流动空间，而

竹子部分将由中国南方的传统竹匠制作。 以上的两个方案中

都有中国传统元素出场，延续打“中国牌”的思路。策展人

蔡国强自己创作中就使用很多中国传统的元素，诸如风水、

火药、龙等，他不仅用火药创作绘画，还设置大型事件艺术

。他曾因为现场复制著名群雕《收租院》获得第48届威尼斯

双年展的金狮奖。 本报记者周文翰 ■链接 第51届威尼斯双年

展 威尼斯双年展始于1895年，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是历史

最悠久的国际艺术展。它被誉为“当代艺术奥运会”，与巴

西圣保罗双年展、德国卡赛尔文献展并称世界三大艺术展。

威尼斯双年展一般分为国家馆与主题馆两部分。 第51届威尼

斯双年展将于6月12日开幕，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第一次由女

性策展西班牙籍的玛利亚德柯芮尔（MariadeCorral）和罗莎

玛汀妮兹（RosaMartinez）把今年的双年展分为两个主题“艺

术经验”与“行道无涯”，由两人分别规划。 今年的威尼斯

双年展规模也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已经有73个国家和

地区参与。 内地、香港、台湾将首次同时组团出现在威尼斯

双年展国际部分展览上。台湾、香港曾以地区名义多次参加

展览。今年是中国台湾艺术家第六次参加，而香港艺术家也

是第三次参与这一国际艺坛盛事。虽然自1993年起，海内外

的华人艺术家就频频获邀参加主题展，但直到2003年我国文

化部才第一次决定参加“国家馆”展览，不料因SARS不得不

临时取消行程。本次中国馆将是中国艺术家首次参加“国家

馆”部分展览。 在策展人艺术家蔡国强个人网站上公布了如

下信息： 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主创组名单 中国馆位置

：军火库和处女花园之间 展览主题：处女花园浮现 展览专员



：范迪安 策展人：蔡国强 助理策展人：皮力 艺术家：张永和

、刘、王其亨、徐震、彭禹和孙原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