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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做“大众艺术”
收藏周刊：走过了十余年，感觉你

们像“自由生长”般，突然长成了今天定

位清晰，运营成熟的状态，回想最初，你

们的定位就已经很清晰吗？

黄轶群：自由生长这个词的确是可

以总结我们这么多年的想法和经历，艺

术馆一直都是靠我们几个创始人自己

在投入和经营，自由度相对比较高。如

同你所说，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有比

较清晰的大方向，我们当时四个人的共

同想法就是要做“大众艺术”。一方面

是价格符合大众，另外，也希望大众从

审美上更容易产生共鸣和接受，而不要

有距离感或者太过于高冷和学术。

收藏周刊：你们在选择符合“大众

艺术”这个范畴时，依据哪些判断标准？

黄轶群：主要是几方面的因素，一是

收藏价格相对亲民，二是艺术面貌更符

合年轻人审美或者跟生活可以有更多共

鸣。前一代画廊选择艺术家时，可能会

根据他的参展履历、获奖、学历等方面判

断，虽然这些我们同样会参考，但我们主

要看作品面貌、理念以及为人。而且，艺

术家是如何把自己的艺术思想通过艺术

创作表达这个脉络，尤为重要。

我们不会“周一闭馆”
收藏周刊：这么多年过来，你们在

选择艺术家上有过困惑吗？

黄轶群：也有的，刚开始都在摸索，

的确曾经有过一些试错的经验。例如

曾经选择了一些不太符合我们定位和

风格的作品，结果发现跟大众的距离依

然有点大。后来我们做了一些减法，慢

慢回归到更清晰和精准的定位主线

上。目前我们在保证“大众艺术”这个

大的方向不变之外，也会有一定比例比

较强调学术性的展览，以保持我们的学

术高度。而且我们还在好几个相对小

众的品类上做过探索，例如岩彩、漆画、

版画等，有一些藏家因为我们这类展览

的推出，有了新的认识，这也是我们学

术探索和推广的成果之一。

收藏周刊：行内对美术馆、画廊或

者艺术空间等会有一些界定，你们自己

定位在哪一类？

黄轶群：我们的经营模式是画廊，

但叫艺术馆当然也是因为有一种属于

自己的情怀，希望能够把经营做好之

余，同时可以有美学培育的功能在，希

望通过我们的空间，让周边社区的民众

即便不花钱，也可以感受艺术的魅力，

所以，我们十多年来，展览从不收门票，

而且除了大的节假日，我们不会“周一

闭馆”，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应该介乎于

专业画廊与公益性美术馆之间的定位。

让一部分人逐渐接受艺术消费
收藏周刊：逵园艺术馆创办十余

年，最让您有成就感的地方是什么？

黄轶群：能看到大众通过我们的空

间有所受益，是我最开心的地方。另外，

通过我们培养起来的收藏意识，让一部

分人逐渐接受艺术消费，也很有成就

感。而我每天看到走进来的中小学生，

还有附近的居民买完菜就进来走走看

看，这些场景是最打动我的。另外尤为

惊喜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藏家或客

人，其实是十年八年前在附近读书的学

生。十年过去了，他们也跟随我们一起

成长，并且有了欣赏艺术和收藏艺术的

习惯。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投入艺

术消费的这个行列，也是让我们坚持走

下去的最大动力。

收藏周刊：很多人会感叹广州始终

没有一个比较集中的艺术区或者比较大

型的民营美术馆，您会有这种感觉吗？

黄轶群：当然会有，尤其我们作为从

业者，的确也希望能够有浓郁的氛围。比

如我们逵园在上海的空间，就是在外滩附

近的一栋画廊大楼，那栋楼基本都是画

廊，而且外滩美术馆、贝浩登画廊、里森画

廊也在附近，整体的受众比较有针对性，

对艺术欣赏的水平也会比较高。

建一个极具艺术性的美术馆
收藏周刊：很多人对您为何会做

这样一个美术馆感到好奇。

李嘉豪：我做美术馆，完全是出于

对艺术的热情和热爱。我到不少国家

看到的美术馆，建筑都非常当代，有设

计感、艺术感，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包

括他们的艺术作品都很深刻，很有活

力。慢慢让我明白，其实美术馆的空间

有时候并不需要挂画或者陈列作品，空

间本身也应该是一个艺术品。从那时

候开始，我就下决心要在广州建一个建

筑上就极具艺术性的美术馆。

收藏周刊：所以，当时在红专厂的

“柱·美术馆”是你的第一个建筑作品？

李嘉豪：是的，我本来是摄影师，

但我要让自己成为一名建筑师，就在

那里做了一次试验，虽然很短暂，但我

试验并且证明了自己可以实现建筑美

学的构造。

收藏周刊：后来随着那边的改造，

就到了这边？

李嘉豪：是的，这次的名字也正源

于此。我要做“另一个”美术馆。与联

合创始人刘普丹从 2018 年开始找地

方，确定这里之后，前后建造了四年

多，才有今天的样子。

这是我的一个“雕塑作品”
收藏周刊：很多人来到这里，的确

首先会被独特的建筑外形所吸引，您

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李嘉豪：如果用一个字形容，就是

“力”，是力量的表达。从灵感的生发

来看，就是来自对自然力量的敬畏。

如外立面的形状采用了沙漠里的沙丘

的元素，看起来很锋利，这也是彰显一

种力量。从形式手法上，我借鉴的是

极简主义，那些小窗户是来自我们学

美术之初所画的几何石膏体，而建筑

材料，完全保留了水泥、石头和砂子，

没有任何刻意的装饰，也是对自然的

敬畏。展厅入门处，我刻意把门做矮，

用斜三角形，让每一个进入到展厅的

人，都能先沉静下来，剔除杂念；而里

面的沙漠栈道的设计，也是一种刻意

的引导，不让观众有过多过于随意的

选择。我希望每一位进入到美术馆内

部的观众，都能感受到建筑本身带来

的新鲜的愉悦感和艺术魅力。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建筑看成是我

的一个巨大的雕塑作品，或者一个有

点思想性的游乐场，我希望每一个来

到这里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我的用心。

收藏周刊：用四年时间做这样的

美术馆，最难的是什么？

李嘉豪：首先还是资金，到目前的

样子远远超出了原来的预算。因为我

们的建筑造型太特别，造价太高了，后

来我决定自己带施工队，在现场一步

步地从扎钢筋、灌水泥，都是自己来做

或者引导他们一步步做，所以，我说这

是我的一个“雕塑作品”，并没有夸大。

收藏周刊：两个建筑体，功能上有

不同吗？

李嘉豪：这个主建筑主要是展厅，

我想做一个沉浸式的美术馆或者展览

空间，我有时候可能会特别强调作品

的独立性，但有时候我又想凸显美术

馆空间艺术的魅力，我想，这是一个展

览空间的巨大尝试，跟传统观念中的

美术馆有所不同。

旁边那一座定位是剧场，可以做

多媒体、声音、影像等观念作品的呈

现，甚至脱口秀的表演都可以。

逵园艺术馆创始人黄轶群：

越来越多人愿意艺术消费
是我们坚持的最大动力

“另一个美术馆”创办人李嘉豪：

应让美术馆自身的空间
也成为艺术品

在广州，创办十年以上依然活跃于行内的艺术机构并不多，逵园艺
术馆可算是清流般的存在，它的诞生，是几名有留学经历的年轻人自发
促成。从2011年选定了新河浦的逵园至今，它像有一股极强的生命力

“自由生长”着，近年更把成功的经验扩宽开了新的点，例如东平大押的
“活化”利用，去年更开设了逵园的上海分馆。近日，逵园艺术馆创始人
黄轶群在接受收藏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投入艺
术消费的这个行列，也是让我们坚持走下去的最大动力。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另一个美术馆”隐藏在广州番禺的一条城中村里，走到白色
外墙门口，不会有多少人能预想到里面的震撼，而创办人李嘉豪在
小小的门洞后拉出了一条细小的过道，他甚至计算平均每个人走
完这条过道所需要的时间约20秒。收藏周刊记者到了现场，的确
豁然开朗，似乎突然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李嘉豪接受收藏周刊记者
专访时表示，应该让美术馆自身的空间也成为一件艺术品。

另一个美术馆创办人

李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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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美术馆开馆展“向南向北——名家水墨展”已于 2月初开幕，展览集结卢禹舜、
范扬、方土三位当代中国画坛写意画最具代表性画家的作品。

■逵园艺术馆曾举办的“言外之意——抽象艺术联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