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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走进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
现场都能感受一种迥然不同的气
息。艺博会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买卖
艺术品的地方，所以难免有喧嚣、推
销甚至叫卖。但是上海青艺博虽然
也是博览会，却十分宁静，所多的是
欣赏、交流和思考。

这和上海青艺博的定位有着很
大的关系。上海有很多艺博会，都
是画廊摆摊，推销自己所代理的画
家的作品。但是上海青艺博却不见
画廊，只见板块。每一个板块就是
一个主题展览。比如这次第五届上
海青艺博，集结了逾400位青年艺术

家创作的1500余件作品，主办方十
分用心地通过“青艺·视界”、“青艺·
无界”、“青艺·起点”、“青艺·再造”
四大板块及7个独立的艺术项目，多
维度、多方位呈现这些青年艺术家
的作品。

丁设是上海青年文联的副会长，
又是上海青年美术摄影家协会主席，
同时还是上海美协的副秘书长。他
不仅是主办方的代表，同时也直接策
划了本届青艺博“海上·青年——艺
术家作品邀请展”。丁设告诉青年报
记者，他是以策划一个学术展览的方
式去做这个展览的，他对上海青年艺

术家群体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审视，
让他十分欣喜的是有不少青年艺术
家的艺术创作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学
术高度，具备了更上一层楼的实力。
而上海青艺博的一个使命就是让世
界关注到这些艺术新锐的创作，把他
们推向国际舞台。

“上海青艺博从来都是坚持学术
性第一，商业性第二。我们固然可以
实现艺术品的销售，但更看重参展青
年艺术家作品的学术价值。”丁设对
青年报记者说，“毕竟，对于青年艺术
家来说，如果作品没有达到一定的学
术水准，他们是走不远的。”

2019上海青艺博开幕

中国最优秀青年艺术家在此起航

一“青艺·视界”板块（主题展）
“墨耘时代：2019中国当代水墨

邀请展”作为 2019 第五届上海青年

艺术博览会”的主题展，以开放、包

容、平和的态度广泛吸纳具有创新精

神和探索意识的当代水墨践行者们，

全面地呈现他们近年来当代水墨创

作的崭新面貌，凸显博览会学术形

象，树立博览会学术品牌，构建博览

会学术品台。

青艺博&青年100合作项目：上海

青年艺术博览会作为中国青年艺术

家发展的重要平台，与青年100合作，

进一步做大做强平台，也符合上海作

为中国艺术交易中心的发展方向。

“海上青年”——青年艺术家作

品邀请展：与上海青年美协联合主

办，针对长三角区域青年艺术家为主

体的学术展。

“移动”——2019上海青年艺术家

第五回邀请展：秉持“艺术兴市”的理

念，旨在推介沪上具有创新意识和国

际视野的青年艺术家，打造具有“国际

性、传承性、实践性”的城市艺术品牌，

从而有效促进上海城市的内涵发展。

“重塑”——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校友展。

二“青艺·无界”板块（国际展）
2019青艺博国际当代艺术展 ：

展览遴选了来自全球14个不同国家

的青年艺术家，他们以新颖的创作手

段诠释出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文关

怀和文化输出，其艺术针对性也不尽

相同，在作品中能看到各国艺术家所

呈现出的艺术作品有很明显的地域

性和多元化特点。

三“青艺·起点”板块（招募展）
2019年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入

选展品展：2019年上海青年艺术博览

会共吸引到 3618 名艺术家报名参

选，最终展会评选出 80 名入选艺术

家，参与到“青艺·起点”板块。通过

国画、油画、雕塑、影像等不同媒材的

艺术作品，和具有不同艺术视野和探

讨性的关注点，全面展示当下年轻艺

术家艺术状态。

四“青艺·再造”——艺术衍生板
块（文创计划）

除了关注青年艺术家的创作面貌，

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还致力于以“青年

艺术家”为核心资源的文创计划。通过

自身优势，为青年艺术家与市场、大众

嫁接出更多互动。用扶持公益性的态

度，联合多元资源平台，进行艺术项目

的推进。博览会现场将展示青艺·再造

运行过程中的优秀案例，及由原创艺术

品开发出的艺术衍生品300余件。

“重新定义——2019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昨天在
世贸商城展览馆揭幕。由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作为指导单位，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上
海市长宁区文旅局、上海市青年文联
主办的这个艺术盛会已经迈入了第5个
年头，并且日益成为了上海一个发现和
推出青年艺术人才的重要平台。那么上
海青艺博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青年报记
者就此展开探访。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在昨天开幕第一天，上海青艺
博就显示出一种很旺盛的交易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作品已经贴
上红点，意味着这件作品已经售
出。宋继瑞告诉青年报记者，青年
艺术家因为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
他们的作品也大多被定位于被人买
去挂在家里，不是投资收藏，所以他
们的作品一般都在6万元以下，很少
超过6万元。当然，这种难得的低价
位也刺激了藏家的购买欲。在一些
美院的毕业展上，不少青年艺术家
就会被艺术机构盯上，产生交易，此
次青艺博也是如此。而且因为此次
上海青艺博被纳入了首届上海国际
艺术品交易月，也是上海国际艺术
节的官方活动，所以在艺术品交易

方面会享受到诸如税收等方面的优
惠政策，这也进一步地促进了艺术
品的交易。

不过在艺术品交易之外，青年报
记者在今年上海青艺博还发现了另
一个层面的需求。王女士是韩国一
家画廊在中国的代表，她在青艺博上
除购买了一些艺术品之外，最让她欣
喜的还是发现了一些中国的优秀青
年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很有世界性，
但是又不乏中国的味道，我们准备和
这些艺术家取得联系，看看能不能够
有进一步深入的合作。”

事实就是如此，上海青艺博已经
承担起向世界推广中国艺术思考的
使命。丁设对青年报记者表示，中国
已经有太多复制其他国家艺博会的

展会，比如瑞士巴塞尔艺博会很有
名，中国就复制了很多巴塞尔艺博会
式的展会，推进艺术品的交易。艺术
品是需要交易的，这样可以维持艺术
家的生存，但是艺博会不能仅仅只是
交易，尤其是对青艺博这样的博览会
来说。

在丁设看来，就像上海青艺博定
位于“学术性第一，商业性第二”那
样，青艺博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
任，就是向世界呈现中国青年艺术家
的面貌和思考。“上海青艺博汇集了
中国最优秀的青年艺术家，很多70
后 80 后的青年艺术家都 40 岁左右
了，也不算很年轻了，他们应该承担
起自己的使命和担当。这是时代赋
予他们的责任。”

艺术机构名泰文化这次作为上
海青艺博的合作方，负责青艺博“绘
画的力量：中国新锐艺术展”的策展
工作。名泰文化的副总裁宋继瑞对
青年报记者说，为了让那些真正有才
华的青年艺术家能够在上海青艺博
这个平台上展示才华，而且要确保这
种机会的获得是公平的，他们在策划

“绘画的力量：中国新锐艺术展”之前
进行了全国海选，首先圈定了1000
名青年艺术家，然后再不断地遴选，
最终确定了40名青年艺术家参展，
这些艺术家都是80后和90后，全部
毕业于八大美院。“可以说，通过这种
海选的方式，我们优中选优，能够到
上海青艺博这个平台的，都是中国最
优秀，最值得推荐的青年艺术家。”

上海工艺美术学校青年教师赵
玉龙这次有《净相》系列作品入选青
艺博。赵玉龙老家东北，几年前作为
人才引进落户上海，起先是在浦东的

一所民办高校里任教，现在调入了上
海工艺美术学校。应该说，赵玉龙一
到上海就得到了上海美术界的关
注。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作品却
显示出罕见的宁静，虽然画的是抽象
画，但是却有一种中国古代文人的气
质在里面。赵玉龙很快就获得了在
上海各大青年美术展览中出头露面
的机会，并且通过这些展示，赵玉龙
也被观众所熟知。此次入选上海青
艺博，显然是他的又一次机遇。

丁设是多年前在上海青年美展
上崭露头角的。他告诉青年报记者，
那个年代青年艺术家展示才华的平
台很少，主要也就是一个上海青年美
展。但是这几年上海恐怕已经成为
中国给予青年艺术家展示平台最多
的城市，不仅有重新起航的上海青年
美展，还有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还
有大学生艺术博览会，和很多艺术展
览中的青年板块。上海已经构建了

一整套青年艺术家培养展示体系，所
以在丁设眼里，像赵玉龙这样的青年
艺术家正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个
时代给予他们充分的机会，并且还十
分的公平。

这几天，上海进入了青年美展的
高潮期。青年报记者在昨天开幕的
上海青年美展上遇到了90后的中国
美院雕塑系读研二的陈伟坤，他这
次有一件木雕《源3》参加上海青年
美展，还获得了刘海粟美术奖。陈
伟坤就是上海青年艺术家培养展示
体系的受益者，他告诉青年报记者，
他的这个系列的另一件作品向上海
美术大展投稿，结果引起了主办方
的注意，不仅这件作品入选了上海
美展，主办方还推荐他的《源3》参加
上海青年美展，也就是说此刻他有
两件作品在上海的两个平台上同时
展出。对这位在校学生来说实在是
莫大的鼓舞。

平台建设：构建青年艺术家培养展示体系

世界影响：承担推广中国艺术思考的使命

展览定位：学术性第一，商业性第二
青艺博板块介绍

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现场。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