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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博物馆理
事会理事长、广东省
新 石 湾 美 术 馆 创 办
人、佛山陶塑作品及
满洲窗收藏家、广东
石 湾 酒 厂 集 团 董 事
长、陈太吉酒庄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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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绍辉

羊城晚报记者：佛山民营
博物馆、美术馆在对本土文化
的传播上能起到什么作用？

范绍辉：佛山提出建成“博
物馆之城”，让博物馆、美术馆
成为展现佛山历史与城市文化
的重要载体，意义深远。

当下佛山的 GDP 水平很
高，但提高文化的附加值更为
迫切，文化的附加值靠培育而
来，其中美学的教育必不可少，
建立博物馆、美术馆，是普及美
学的一种直观、有效的方式。

作为一座有深厚历史文化
积淀的城市，它必须要有传播
优秀文化和美学观念的美术
馆、博物馆，去教育我们的后
人，尤其是年轻人。民营博物
馆、美术馆近年在佛山发展得
比较好，很多企业、个人往这
方面努力，这是一个好的趋
势，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我们佛山人、岭南人一向
低调务实，但也不能光是自娱
自乐。佛山是广府文化的发祥
地之一，陶瓷、剪纸、粤剧、功
夫等都极具地方特色，是岭南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
必要也有义务，挖掘佛山深厚
的本土文化，并通过博物馆、
美术馆将佛山文化、岭南文化
向外推广。

佛山现在强调打造制造业

强市，刚刚我们也谈到GDP的
增长，那么凭什么别人要用佛
山的产品？这需要一个引导过
程，也需要通过文化的推广、
融合对别人产生影响。现代人
更讲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如将
本土文化植入在我们的广货
中，让文化助力制造业的发
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羊城晚报记者：您创办广
东省新石湾美术馆的初衷是什
么？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范绍辉：创办博物馆、美术
馆，我认为这是我们对过往历
史文化的一种总结、归纳、对
经典的一种传承和致敬。

当下鼓励创新，要发展，物
质要创新，思想也要创新。艺
术家、文学家的作品对社会的
影响非常大，我们如果能为他
们创造一个优秀的展示平台和
创作环境，将大大激发他们的
想像力和创作激情，令艺术生
态更繁荣、更健康。

我从 2008 年就开始创办
岭南酒文化博物馆，当时还未
成为潮流，我们的美术馆也做
了很多年了，现在正逐步扩
大。创办博物馆、美术馆，都
是非盈利的、公益性的，对社
区居民、周边企业、广大公众
在文化和美学方面能产生积极
影响，便是我们的初衷。每位

有责任感的企业家都应该做到
反哺社会。

相比于国有美术馆，民营
美术馆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它
的投入相对有限，无法面面俱
到，也无需追求大而全，应做出
特色，才能更好地发展。我个人
认为，美术馆应与所在地域的特
色文化艺术产生紧密的连接，如
新石湾美术馆是与陶瓷艺术作
连接，并在石湾陶瓷艺术方面的
典藏和研究持续发力。

我们馆藏的石湾陶塑精品
有800多件，极具特色，通过系
列研究和展出这些藏品，能为
当代石湾陶艺家提供更多艺术
参照物，为石湾陶塑艺术发展
添砖加瓦。

同时，作为一个美术馆，它
不但是展览的平台，也需要学
术的讨论。在石湾，陶塑工匠
很多，大师也很多，但陶瓷艺
术需要与理论界相结合，才能
得到更好的发展。景德镇这方
面就做得较好，吸引了大量的
艺术家。新石湾美术馆未来也
将承担更多学术研讨和公益美
学教育的责任。

普及美学 让美术馆承载城市文化

在这里，
探索美术馆
运营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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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湾美术馆新石湾美术馆：：

佛山，肇迹
于晋、得名于唐，位
于珠三角文化腹地，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历
史底蕴。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佛山是广府文化的发祥地
之一，粤剧、陶瓷技艺、武术、狮舞、佛山木版年画等众多非遗技
艺，传承了历史，惊艳了时光；200多家博物馆及美术馆于市内星罗棋布，“博物馆之城”
实至名归。这当中，佛山民营博物馆是推动艺术普及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美术馆和城市的关系，就像人的灵魂与躯体，它们所呈现出来的艺术理念，很大程度
上反映着城市的文化发展活力。日益发展的佛山民营博物馆，如何在润物细无声中提升
城市文化品位，让美学教育在公众中得以普及？本期《名家话收藏》请来佛山市博物馆理
事会理事长、广东省新石湾美术馆创办人、佛山陶塑作品及满洲窗收藏家范绍辉，多角度
分析了民营博物馆的发展之路及其丰富的收藏心得。而以非营利、公益性的方式去运营

民营美术馆，传播优秀岭南文化，更是这位低调的本土企业家一
直践行的初心。

羊城晚报记者：在您的藏
品中，石湾陶塑和满洲窗是两
个重要门类，都与岭南文化相
关，为什么会对这两方面的收
藏感兴趣？为什么会有如此
浓重的岭南文化情结？

范绍辉：在我们的馆藏
中，石湾陶塑和满洲窗这两个
门类藏品较丰富。这些收藏
门类，如果北方的收藏家去收
藏，可能干不成。首先是因为
满洲窗体积很大，不易移动，
要求有一定的展示空间，一般
的 私 人 藏 家 未 必 有 这 个 条
件。我们有展示满洲窗的空
间，并还原岭南的生活场景，
所以很多藏家愿意转让部分
藏品，他们下次来这里还能看

得到。
二是满洲窗的收藏很小

众，在收藏界，它很难形成炒
高的气氛或经济价值，但它却
体现了岭南文化灵活多变、包
容并蓄的精神。收藏及保存
这些满洲窗精品不但是我的
爱好，也是延续岭南文化的责
任所在。

同样，收藏石湾公仔，也
是希望将明清、民国、解放初
期这些形神兼备、刻画细致的
好作品留存下来，将石湾的工
匠精神发扬光大。

我的收藏之路，并非由经
济效益驱动，而希望将岭南文
化、佛山文化、石湾文化彰显
出去，以免让这些作品或技艺
失传、没落，这种情怀是很朴
素的。

羊城晚报记者：广东省新
石湾美术馆收藏石湾陶塑作
品中不乏佳作，请问您的入藏
标准是什么？

范绍辉：我的入藏标准主
要有三个。首先是稀缺性，可
复制的作品我不收藏，现在陶
艺用模具翻模太简单了。上
世纪八十年代前，且不谈技
艺，用以烧制陶塑作品的泥、

油、火现在都无法复制了，这
些都决定了它们的稀缺性。

二是时间性。我们选择
的藏品能反映某个历史阶段
陶塑艺术的发展脉络、整体风
貌、工艺水平。

三是学术性。作品要具
备相当的艺术价值，并对陶艺
以后的发展产生影响力。

羊城晚报记者：您从何时
起开始走上收藏之路？收藏
带给您最大的乐趣和启示是
什么？

范绍辉：二十多年前，在
下海后有了一点经济基础，我
便开始收藏心爱之物了。现
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已极大丰
富，更应追求高层次的精神享
受，以心爱的艺术品去滋养心
灵。通过收藏，可了解过去，
感知当下，预见未来。

除了拥有藏品，分享也是
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创办博
物馆、美术馆便是从拥有到分
享的一个美妙过程。

羊城晚报记者：众 所 周
知 ，您 也 是 著 名 的 酒 企 掌 门
人，白酒作为具代表性的文化
符号，它与您的其它藏品有何
关联？

范绍辉：琴棋书画花酒
诗，酒也是文化的产物。一部
中国文学史、艺术史，都散发
着酒香。人们喝酒，注重的是
一种交流、情怀与分享。我们
作为“造酒人”，不应囿于物质
层面去酿酒 ，而应深度挖掘
其文化价值。

搞收藏与造酒，两者是互
通的，都有一个觉与悟的过
程。从中我懂得了向生态致
敬、向传统致敬、向时间致
敬。无论是好藏品还是好酒，
经过岁月历练，时光沉淀，方
成就经典。

专家说

●梁江

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国家画
院研究员、广州美院中国近现代美术
研究所所长、粤港澳大湾区美术家联
盟学术委员会主任、新石湾美术馆学
术总监、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中国艺
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
馆书画院研究员、中国美协理论委员
会副主任。

一座美术馆，影响着城市的文化高度——

从从““小而专小而专””见大使命见大使命

满洲窗（岭南酒文化博物馆藏品） 施沛霖 摄

▲刘传石湾陶塑作品《和氏璧》
上世纪五十年代 新石湾美术馆藏品

新石湾美术馆内部 施沛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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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石湾陶塑作品《关汉卿》
上世纪六十年代

新石湾美术馆藏品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专家说

近年来，民营美术馆在广东已呈
现出比较繁荣的业态，就全国来说，
广东的民营美术馆数量也排在前
列。然而，民营美术馆如何以更高的
水准运作，向世人展现其对艺术生
态、对城市文化的影响力？

曾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现任新
石湾美术馆学术总监的梁江告诉羊
城晚报记者：“近些年我作为文旅部
的评审专家组成员，曾看过全国几千
个已完成的美术馆项目。我最大的
感受是，美术馆不管公立还是民营性
质的，不管规模如何，其影响力和关
注度都主要来自于它的‘产品’。”

梁江认为，“产品”包括它的收藏
品、研究成果、展示活动、公教项目
等，还应包括服务能力。大型展览或
名家名作当然是重要项目资源，易于
见效果。但美术馆这种特殊“产品”，
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质量，在于特色，
在于专业水准。重要的是，展览策划
应有新意，有学术价值，还应适应当
今公众日益增长和变化的欣赏诉
求。一般而言，公立美术馆依托体制
和资源优势能够做到大而全，民营美
术馆更多呈现“小而专”特征。这个

“小而专”，就是长处，就是特色，有
特色做得精，就有难以取代的价值。

“与公立美术馆对比，民营美术
馆的收藏更宽泛和自由，甚至可以根
据创办人的兴趣爱好和情怀来进行
收藏。我相信随着社会发展前行，民
营美术馆的收藏会成为国家美术馆
系统外不可或缺的补充。”

据梁江介绍，成立于 2015 年的
新石湾美术馆，由广东石湾酒厂集团
出资创办，是非营利性、公益性省级
民营美术馆、广东省美术馆协会副会
长单位，建馆以来，一直致力建立具
有鲜明岭南特色与全国水准的美术
馆运营新模式。美术馆从构建自身
特色的学术视角出发，根据自身能力
持续收藏艺术作品，藏品涵盖国画、
油画、版画、雕塑、漆画、摄影等多个
种类，题材涉及自然、社会、人文等
诸方面内容。目前，馆藏最为大宗且
最有特色的当属石湾陶艺作品，数量
已达几百件之多。

2019 年底，新石湾美术
馆迁入5000平方米新址，依
托更大的施展空间，进一步
凸显“专业性、学术性、公益
性”的办馆宗旨，开展了更多
满足公众需求的项目。

近年来，引起公众关注
的项目有“南方家园”——聚
焦城镇化大变迁下的乡愁,
这是有关大湾区的新题材；

“岭南新轴线”则给予广东的
实验性艺术探索以展示机
会，集中展示新创意，以呈现
青年作者的鲜活感受；“群贤
毕至”系列展着重展示广东

艺术教师群体的创作成果……“这样
的不同创作群体和不同角度，便于展
现当代岭南艺术创作的新面貌和新
发展趋势。”梁江说。

在梁江看来，目前美术馆数量与
人口比例还有差距，首先应满足公众
较急切的大的需求，然后便是拉开距
离适应不同受众的问题。“在我看
来，抱着非营利目的运营的才是真正
的美术馆，否则应该叫画廊或者文化
企业。‘非营利’和‘公益性’是美术
馆与商业画廊等经营机构的最大区
别。新石湾美术馆开馆至今将近 7
年，没有卖过门票，也没有做过商业
营销活动，一直在企业经营利润里挪
出经费来做公益文化事业。新石湾
美术馆能承担公益性职能, 通过艺
术活动来提高大众的审美情趣，造福
一方民众，这体现的是新时代广东民
营企业新的精神境界。”

情怀朴素 以藏品彰显岭南魅力

▲ 刘传石 湾 陶
塑作品《孟浩然》上
世纪五十年代
新石湾美术馆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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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禅城区大雾岗
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占地
5000 多平方米的新石湾
美术馆便坐落于山脚一
隅。简洁大气的三号展
厅空间中，射灯静静地投
射在石湾陶塑一代宗师
刘传创作的近 40 件陶塑
作品上，作品或悲或喜、
或嗔或怒的面部神情，惟
妙惟肖、纤毫毕现的人物
细节，令人叹为观止。

近日开展的“陶缘·
刘传”石湾陶塑藏品研究
展（二），展出了新石湾美
术馆馆藏的一批形神兼
备、精彩纷呈的刘传陶塑
作品，其中包括《关汉卿》
《屈原》《李逵闹江州》等
代表作，有评论界人士认
为：作品较全面地展示了
刘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至八十年代创作的基本
面貌，除了精湛的技艺和
娴熟的手法，更体现出其
精神高度与人文情怀。

这已是新石湾美术
馆关于石湾陶塑专题的
第二场展览。馆方介绍，
这一系列展览通过将馆
藏的八百多件石湾陶塑
作品进行分门别类的展
示，系统梳理其发展脉
络，让观众重新了解石湾
陶塑历史，认识本土陶塑
名家，传承传统文化，让
石湾陶塑这张响亮的文
化名片为更多人所知晓。

新石湾美术馆只是
佛山蓬勃发展的民营博
物 馆 大 潮 中 的 一 个 缩
影。今年 5月，佛山创新
发布了全国首个“空间＋
事业”博物馆之城规划。
该规划分区分片布点博
物馆、美术馆，完善“两
核、两轴、一带、多群”总
布局，引领城市价值提
升、魅力蝶变。截至今年
5 月，佛山已有及在建博
物馆类 147 家、美术馆类
97 家，共 244 家。其中，
优质非国有博物馆、美术
馆居全国前列：广东大观
博物馆是全国收藏一级
文物最多的非国有博物
馆之一；由日本设计师安
藤忠雄设计的广东和美
术馆，主体建筑荣获2020
年度“美国建筑大师奖”
专业组建筑设计大奖；以
凸显岭南本土文化为特
色的新石湾美术馆，馆藏
石湾陶艺作品数量多达
800 件，持续推广岭南文
化、佛山文化。

根据《佛山市博物馆
之城规划》，到 2025 年，
佛山市市域范围内将完
成建设博物馆（陈列馆、
名人故居）204家、美术馆
（艺术馆）102家。可以预
料，民营美术馆的未来发
展之路
将更加
宽广。

受
访
嘉
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