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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做好民营美术馆，最难的是

什么？

李琼波：做好民营美术馆离不开三大因

素，首先是场地，第二是资金，第三是人才。

要运营好民营美术馆，清晰的定位和优势资

源很重要。民营美术馆相比偏向综合性更强

的公立美术馆，它应该强化的是各自的特色

和个性，应该是公立美术馆在构建城市文化

中的补充或对文化丰富性的充实。民营美术

馆生态对区域文化的推动有重要作用。

收藏周刊：您说的三大因素，场地是首要？

李琼波：对很多民营美术馆，如何解决固

定永久性场所，似乎是一个难以打开的结。

先不说是否有低廉价格还是免费。就是好不

容易找到了合适的地方，但最后还是因为各

种原因不出租的情况也不少。因此，城市的

文化发展如果能在这方面多一些支持，这对

民营美术馆的持续发展有很大帮助。

希望城市对文化发展做一些实际支持

53美术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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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美术馆发展需要场地、资金和人才”，53美术馆馆长李琼波强调——

民营美术馆生态对区域文化有重要推动作用
“我们美术馆现在的常住地在

云端。”李琼波半开玩笑地回应在
场人员对53美术馆的关注。从20
年前的汇豪社艺术空间到后面的
53美术馆，李琼波可以说凭着情怀
和一腔热情，见证和参与推动着广
州当代艺术的发展，虽然近期由于
原来场馆的场地问题，致使 53美
术馆辗转周折，但李琼波依然在有
限的实体空间坚持做自己的学术
追求，近日推出的观念性较为强烈
的“种虚”展则足以说明他初心未
变。更重要的是，随着科技的发
展，他早已在数字美术馆方面有了
深入探索，他坦言，能见证一个城
市的艺术文化发展并和艺术家一
起成长是很幸运的。

“53 美术馆所做的

跟别的民营美术馆或者

艺术空间不一样的地方

是，它办展览所挑选的

艺术家有属于自己的逻

辑链条，它不是为了追

某种潮流或者风向，而

是联合《画廊》杂志这样

的出版物来彰显自己的

学术主张，这在全国范

围内都很少见。53美术

馆能够做到有展览、出

版、理论梳理，这是对官

方在美术史研究上有力

的补充。”

——广州美术学院
教授左正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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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民营美术馆似乎也划分不同

的类别？

李琼波：民营美术馆早期来讲有几大类

型：一种是由房地产为主的企业带动建立起

来的，这类美术馆初始更多的是辅助于企业

品牌的功能和作用，甚至是一种营销工具和

手段。后来，慢慢也形成了一些比较纯粹的、

公益性更强的美术馆；另外有一类是藏家类

型的，就是以藏品为主导的美术馆或者博物

馆；还有一类是情怀型的，其中不乏有成功的

企业家和各行业的优秀人才，这种美术馆和

机构面貌比较多元。

收藏周刊：按照您刚说的几类，53 美术

馆成立的时候，它的定位属于哪一类？

李琼波：算是情怀型吧，也是先从艺术机

构逐步转型成美术馆。经营美术馆也和企业

一样，都要考虑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如何找准

美术馆的定位和模式很重要，这也是“大浪淘

沙”的过程。一开始，53 美术馆就定位是公

立美术馆的一种补充，当时,对于不少艺术家

来说，能够进入公立美术馆办展，是很难的

事，哪怕有资格，也要排长队，更何况很多年

轻的画家，他们想做学术性的展览，空间很

少。所以,53美术馆更多是发掘和服务青年

艺术家。

收藏周刊：那么，我们如何区分画廊和民

营美术馆？

李琼波：画廊是关注学术的同时注重市

场，作品是否好卖很重要。而美术馆的公益

性质不用考虑市场,可以做得更加纯粹。

53美术馆更多是发掘和服务青年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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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现在53美术馆辗转乔迁多次

仍然没解决长期合适的场地，接下来您有什

么计划？

李琼波：做美术馆算是我的职业也是梦

想。虽然也有很多曲折，但也无怨无悔，过程

也是自己的一种学习和成长。除了实体美术

馆,随着数字化科技的发展，数字美术馆将为

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天地。未来我们如何在虚

拟的世界里做好美术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我们近年也一直在探索中。

收藏周刊：对民营美术馆的从业者，您有

什么建议？

李琼波：未来的民营美术馆将会越来越

往规范化、专业化、规模化、特色化、多元化

发展。在民营美术馆资本化时代,对于小型

美术馆只有追求个性化、特色化，越在细分

的领域、细分的门类做深做透，越具有生存

发展空间。

数字美术馆将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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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你们过去的十年，除了后面的

场地问题之外，其间经历的难处还有哪些？

李琼波：要做好美术馆，虽然说场地和资

金是首要，但并不等于有了这两样因素就可

以。这两个因素是决定是否能做的关键，而

是否做好，则在于定位。这个定位跟美术馆

的创始人或者管理者的学术定位、专业素质、

经营理念、使命、价值观都密切相关。美术馆

始终是一个专业的机构，有时候,有钱不一定

能“买”来专业。

收藏周刊：53美术馆一直是定位在当代

艺术这个领域？

李琼波：建馆时就定位是关注 70后偏当

代艺术（实验性、探索性）的群体和当代艺术

生态研究，而国际交流上的探索，我们则主要

是做艺术家驻留的方式。

收藏周刊：一直有人说，在广州做当代艺

术比传统书画要艰难。

李琼波：也不能这么说，无论是在广州

还是在哪里，或者是做当代艺术还是别的

门类，总有它的难处,岭南的人文特色在一

定时间内会决定和影响到人们对艺术的审

美和喜好度。而我并不认为需要拿城市与

城市来比较，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历史传统

与文化特质,这才是人文多样性的魅力和竞

争力。

收藏周刊：做民营美术馆，让您最大的成

就感在哪里？

李琼波：美术馆通过学术分析、梳理，能

够发掘并为艺术家策划举办展览、学术研究

出版宣传，看到更多艺术家的成长和学术上

的成功，有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美术馆看展

览和欣赏艺术家作品，有幸和这个城市与艺

术家一起成长。

有时候，有钱不一定能“买”来专业

■曾经的53美术馆。

■2021年 11月 20日，由李琼波担任策展人，53
美术馆等主办的“画廊40年：中国当代叙事”展
览现场。

■ 53 美 术
馆 主 办 的

“ 种 虚·张
亚平”当代
艺术展览。

■李琼波策展的“对话·器”[第一回]——文物总店藏品×陈史军一纸青花在东方文化交流中心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