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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料素材 

 

太 平 广 记 

 

艺 术 家：黄永砅 吴山专&英格 张永和 汪建伟 陈界仁 邱志杰 杨福东 

 白双全 冯冰伊 郭熙  

学术主持：高士明 

策 展 人：郭晓彦 张健伶 

 

开幕：2014年 5月 23日 

展期：2014.5.23 – 2014.8.24 

主办：红砖美术馆 

地点：红砖美术馆（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何各庄） 

 

红砖美术馆开馆展“太平广记” 

一部北宋时期编修的小说集合，一部汇聚了数百年来各种传奇、轶闻、神怪志异、稗史的

庞大类书，其中蕴藏了何种在野的叙事能量？又如何在当代成为一把开启艺术家创作的钥

匙，甚至带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各种创作想象？高士明、郭晓彦、张健伶三位学者将策动

十位艺术家和写作的力量共同参与展览，通过“太平广记”集中呈现他们的解读。与此同

时，更大的创新和挑战还在于，带领观众不止是被动的观看、而是更能动的参与，乃至成

为积极的写作者中的一员，以富有行动性的姿态证明“在野的知识”所带来的具有普遍意

义的共鸣。 

 

“宋四大书”之一的《太平广记》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三月，太宗亲自下令编纂《太平广记》，该书成于次年八月，

与《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一起被称为“宋四大书”。作为一本内容

对应《太平御览》、以汇集民间传奇志异为主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全书共有 500 卷，

包含 92 类 6970 个故事，其中仅目录就有十卷之多。虽然出版前因“言者以为非后学所急”

而被叫停，墨版被束之高阁直到明代才开始流传，但恰恰是这些“广记”于六朝至宋初期

间的神怪、传奇、小说，为后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素材，并也因此

成就了它自身在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2 

 

从在野的知识中提炼厚度 

使用“太平广记”作为开馆展的标题，打动策展团队的正是它所积淀的历朝历代的“在野

的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叙事行为的特别关注。在此基础上，无论是对当代还是未

来所提炼的一系列“征兆”、“影射”、或“志异化”的力量，都是作用于十位艺术家和

“写作小组”创作中的可能性影响。而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在这一系列影响和作用下，

作品中由“征兆”所引发的“命运和未来”、由“影射”所提示的“当下和现实”、以及

“志异化”背后的不确定的陌生，实实在在地还原了今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各种感知。 

 

将“叙事”作为策划的策略和创作的方法 

作为红砖美术馆开馆展的“太平广记”，特别邀请了黄永砅、吴山专与英格、张永和、汪

建伟、陈界仁、邱志杰、杨福东、白双全以及两位年轻人冯冰伊和郭熙共十位艺术家（组

合）共同参加，并且展出的作品均为最新创作。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叙事”作为一种策

展方法、同时也是创作策略，贯穿着从创作到开幕、直至展出的全部过程。艺术家在此兼

具观象者、占卜者、记述者等多重身份，呼应并挖掘着艺术本来就存在的叙事潜能；而作

品之于社会现实和个人历史叙述的间隙中，正是一种“在野的知识”的存在，通过“太平

广记”所蕴涵的潜在书写能量，既折射出十位艺术家长期的思考脉络与工作线索，又展现

了各自分殊的社会想象。伴随作品制作和展览发生，还会有十本艺术家书（Artist Book）

出版发行，内容有的出自艺术家个人之手，有的是学者的总结和分析，成为展览学术研究

和深度解读的具体延伸。 

 

在写作中发掘与实验   

作为一次反常规的展览，“太平广记”希望能够“活化”作品而非常规展示。因此渗透其

中的写作行为，既是对展览深度的发掘也是策划手段上的创新。贾勤、朱琺、恶鸟等多位

“潜在写作”的汉语实践者将从布展阶段开始尝试在地书写，从而形成多层次的叙述空间，

构成在我们所熟悉的物化作品之外的另一种与自我叙述、批评甚至谣言和想象相关的实际

存在。 

平日里的这些“潜在写作者”们并不以写作为职业，文学研究、书写创造、另类出版只是

他们的爱好。他们是潜伏在主流学术研究和大众出版之外的、真正习惯从在野的知识中生

产力量的群体。其中贾勤精通国学、热衷于《说文解字》，出版过《现代派文学辞典》并

编译过古印度圣诗《安陀迦颂》；朱琺以越南汉文古籍和博物学为主攻方向，主编出版

《越南汉文小说集成》，并著有《卡尔维诺与计画生育》、《安南恠谭》；恶鸟从事计算

机程序开发，2011 年创办“联邦走马制作”专注于独立出版，目前已出版 22本书籍。作

为在地书写的具体呈现形式之一，一本虚构的《美术馆使用指南》将在空间、文学、和叙

事关系的探索中，挖掘美术馆建筑中潜在的叙事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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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于郊外、怀拥有园林的红砖美术馆

红砖美术馆地处北京市东北部何各庄一号地国际艺术区，由企业家、收藏家闫士杰和曹梅

夫妇创办，2012 年 12 月初步建成并试运营，将于 2014 年 5月正式对外开放。作为一号地

的地标性建筑，红砖美术馆占地面积近二万平米，其中包括 8000平米的室外园林。主体建

筑方面：地上部分设置有 8个展示空间，包括 3个集儿童活动、公共教育等功能在内的休

闲空间、1 个接待大厅、1 个艺术衍生品空间；地下一层配有三间适用于影像作品的放映室；

而院内部分则设置有学术报告厅、餐厅、咖啡厅、会员俱乐部等配套功能区域。 

美术馆的建筑设计由著名建筑师、北京大学建筑研究中心教授董豫赣担纲，与周边土地相

结合、在原有环境中生长，采用红色砖块作为基本元素，辅以部分建筑上青砖的使用，打

造出一座配备有当代山水庭院的园林式美术馆，并也因此成为红砖美术馆在众多美术馆建

筑中脱颖而出的最大特色。观众在这里可以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不仅能够观看到室内的

作品展出，亦可游弋于户外各种景观之中。独特的建筑语言和创新的园林景观为当代艺术

与文化的发生、碰撞、呈现，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美术馆的多种可能性。 

目前红砖美术馆的永久收藏包括有：克里斯丁· 莱默茨（Christain Lemmerz）、奥拉

夫·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 迈克·魁恩（Michael Kvium）、托尼·奥斯勒

（Tony Oursler）、黄永砅、吴山专和英格等等国内外重要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其中部

分藏品还曾在 2012年 12月试运营初期的收藏展中进行过展出。 

未来，依托本馆空间、景观和地域特点，红砖美术馆将致力于当代艺术的深度研究和典型

呈现，以具有学术性、前瞻性、国际性的一系列策展、驻地、教育、出版等活动打造艺术

推广与交流的国际平台，形成北京文化艺术生态中的新的共同体，并为公众提供优质的艺

术教育和文化休闲资源。同时，也是在此过程中，以实际经验为中国当代民营美术馆的运

营与发展模式提供可行性参考 。 

问询及导览预订： 
T: + 86 10 8457 3838 

info@redbrickartmuseum.org   www.redbrickartmuseum.org 

开馆时间：周二至周日 10:00 – 17:00 周一闭馆 

媒体咨询联系： 
media@redbrickartmuseum.org 

谷  静 T:+ 86 10 8457 3838  M:                  guj@redbrickartmuseum.org 

秦映汇 T:+ 86 10 8457 3838  M:                  qinyh@redbrickartmuse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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