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2255 .. 0066 .. 1188 星 期 三

编 辑 唐 舸 张 勇
04/05 特刊

M+博物馆馆长华安雅：

观众的参与
是博物馆生存的关键

2021年年底开馆的 M+位于香港西九文化区， 是一座以当代视觉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 致力于收藏和展示 20-21 世纪的视觉艺
术、设计及建筑、流动影像及香港视觉文化。

华安雅（Suhanya Raffel）于 2016 年加入 M+并出任馆长。 在此期间她全面负责从人才培养到建立馆藏的工作，为正式开馆进行各
方面的筹备。 华安雅是斯里兰卡裔，14 岁移民澳大利亚，先后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求学、生活，拥有 30 多年的策展和博物馆管理经验。
在接受新闻晨报专访时，她向我们强调了 M+立足香港，面向全球的使命与职责。

新闻晨报：在筹建 M+的过程中，你们
是否从一些国际顶尖的当代艺术机构汲取

过灵感？
华安雅：是的，我们更倾向于现代艺术

博物馆的范式。 比如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
心，他们也是将视觉艺术、设计及建筑，以
及流动影像这些范畴融合的实践者。

新闻晨报： 相较于其他知名的国际艺
术机构，M+的独特性体现在哪些地方？

华安雅：关键在于我们的馆藏，我们收
藏的作品和其他文化机构都不一样， 具有
不可替代性，属于必看馆藏，你在全球任何
其他机构都看不到。 我们还有以香港为中
心， 汇聚了大中华区及泛亚地域的建筑与
设计典藏。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藏品构成了
亚洲独有的文化矩阵， 全球都没有这样的
收藏。所以，是我们的馆藏铸就了我们的独
一无二。

新闻晨报： 作为一名拥有多元文化背
景的艺术从业者， 您自身的文化多样性是
如何影响 M+的政策和定位的呢？

华安雅： 其实这正是我们机构特质的
重要组成部分。 香港本身就反映了这种多
元化，这里向来欢迎各种理念和人才。正因
如此， 我们 M+也汇聚了 200 多名来自 27
个不同国籍的团队， 团队成员掌握至少十
几种语言的沟通能力———这是我们非常引

以为傲的特色。
新闻晨报 ：M+如何在拓展国际影响

力的同时， 深化与亚洲艺术生态体系的
连接？

华安雅：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的馆藏
是独特的。以日本为例，尽管他们拥有全球
数量最多的普利兹克奖得主建筑师（注：截
至 2024 年， 共有 9 名日本建筑师获此殊
荣），但日本国内却没有一家机构专门关注
他们。而香港的 M+，已将这些重要建筑师
的创作完整纳入了馆藏。 这种跨区域的学
术对话至关重要，我们持续与中国内地、英
国、美国、法国、韩国、日本、新加坡及泰国
等地开展多方面合作， 包括策展研究合作
和交流；从购藏到保管、照料、展示和使用
藏品的修复与管理；藏品互借；分享可持续
发展实践； 人才培训、 专业发展和知识共
享；以及展览和节目交流等，这些区域性联
动构成了机构发展的核心脉络。

新闻晨报： 您曾经强调 M+不应成为
西方当代艺术的亚洲分支机构， 因此在展
示国际艺术家与亚洲艺术家的作品时，你

们是如何保持平衡的？
华安雅：每当我们将某位艺术家的作品

纳入馆藏时，都会经过M+购藏委员会非常
审慎的研讨：为什么要引入这位艺术家？ 会
精选其作品集中的哪些代表作？我们始终秉
持着清晰的定位———当选择特定系列作品

入藏时，必须确保通过这些作品实现其他机
构无法企及的艺术价值与学术意义。

举个例子， 我们馆藏里特别重要的一
项就是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
作品及档案文献。 特意将这位从巴黎移居
纽约的概念艺术之父纳入馆藏体系， 是因
为我们这里收藏了大量中国当代的艺术作

品。 要知道，很多中国艺术家在创作时，会
把杜尚当作自己的创作密钥， 即使他们从
未亲眼见过他的作品。 这些艺术理念以某
种特殊方式传播渗透， 最终被中国艺术家
进行了充满东方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当我
们将杜尚作品与这些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并

置展出时， 实际上是以我们独有的视角解
构了这位艺术大师， 这种独特的学术呈现
方式是其他机构难以复制的。

这些都是长期项目， 正如我们的另一
项馆藏———英国建筑团体 Archigram 的档
案。这个实验性团体其实鲜有建筑作品，但
他们却是非常重要的老师， 他们启蒙了很
多香港的建筑师。 所以我们收藏其档案的

价值， 正在于揭示这些先锋思想如何影响
了香港建筑师的培育体系， 进而造就了这
座了不起的城市。 通过建立国际艺术家作
品与本土创作脉络的对话关系， 我们开创
了具有突破性的展示范式。这是件好事，它
丰富了公众的认知。

新闻晨报： 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数字时
代， 您认为当代艺术博物馆生存最关键的
特质是什么？是定位、公众参与还是财务可
持续性？

华安雅：这些因素都至关重要，而核心
始终是观众———无论是参观线下实体空间

还是线上平台的观众。没有这些观众，没有
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互动， 我们作为机构就
会丧失存在的价值。 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
M+的参观人次： 去年访客超过 260 万人
次，前年访客更高达 280 万人次。自开馆以
来，已累计接待观众人数超过 890 万人次。
M+网站访客人数同样可观， 去年线上访
量更是突破了 3200 万。

仅以这次在上海举办的贝聿铭展览为

例， 开幕时的媒体发布会吸引了逾百名媒
体代表到场， 专题座谈会有 400 余位观众
现场参与， 线上观看量则超过了 1.2 万人
次。 这种多维度的兴趣和参与热情正是我
们欢迎和珍视的。

晨报记者 沈坤

M+博物馆馆长华安雅谈贝聿铭展览：

我们花了七年时间
准备这次展览

4月 25 日， 建筑大师贝聿铭在中国
内地的首个全面回顾展“贝聿铭：人生如
建筑”正式揭幕。该特展由上海当代艺术
博物馆与香港视觉文化博物馆 M+联合
主办，总共呈现了包含绘图手稿、建筑模
型、摄影、影像及文献资料在内的 400 余
件作品。 新闻晨报专访 M+博物馆馆长
华安雅，听她讲述这次展览背后的故事。

获得贝聿铭本人首肯同意

举办回顾展

作为M+的重磅展览，贝聿铭展览先
期已在香港进行了首展，并且获得空前的
成功。馆长华安雅为此自豪表示，这是全
球范围内首次举办这名大师的回顾展，贝
聿铭此前从未同意授权此回顾展。
据华安雅回忆，M+的第一任设计与

建筑主策展人、候任伦敦 Zaha Hadid
基金会总监陈伯康（注：同时也是“贝聿
铭：人生如建筑”的联合策展人之一），当
初怀着巨大的热忱极力推动了这个展览
的筹备和举办。在他的牵线下，华安雅和
团队于 2017年拜会了贝聿铭，当时老先
生已经 100岁了。
在一系列会面后，这名建筑师同意

了举办回顾展的想法。M+ 的计划正是
这时候得到了他的首肯。此后，M+策展
团队就开始着手筹备。但是过程一波三
折，2019 年，贝聿铭去世。一年之后，新
冠疫情来袭。“众所周知，疫情导致博物
馆开幕延期了一年。”华安雅介绍，
M+ 于 2021 年年底对外开放，但中
间被迫经历了多月的闭馆，直到次
年 4 月才再度开馆。无疑，这也为贝
聿铭回顾展的准备带来了一定的阻
滞。
“在筹备过程中，我们进行了漫

长而循序渐进的讨论，但是各方给予
的承诺从未摇摆过。”她介绍，“在此
期间，贝聿铭遗产管理委员会和贝考
弗及合伙人事务所（该公司由贝聿铭
共同创立）全程和我们保持了紧密的
联系。他们以非凡的专业精神协助我
们完成了这场最全面的、最深思熟虑

的、最有洞察力的展览。”
华安雅透露，她和策展团队为筹备

这个特展花费了整整 7 年时间和心血，
投入各方面的研究。“任何展览都承载着
持续学习的过程，因为贝聿铭以前从未
举办过回顾展，这对于我们而言既是极
大的荣誉又是一份重任，我们必须严肃
对待它。”
我们想确保当贝聿铭特展在M+ 揭

幕之时，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来看展。我
们一方面要把它办成一场 Destination
Exhibition（必须要到这个博物馆才能参
观的展览），同时还考虑可以把展览带到
其他地区不同的博物馆进行巡展。”因此，
必须作出非常详尽的安排。

贝聿铭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身份

和 M+定位理念高度契合

香港的首展一揭幕便立刻取得非常
大的成功，此外，由M+ 和 Thames &
Hudson 共同出版、展览联合策展人王蕾
及陈伯康主编的 400 页展览专著《贝聿
铭：人生如建筑》，更是因其学术价值之丰
富，获颁英国方面“2024 年度最佳建筑书
籍奖”的年度最佳建筑书籍大奖。

随着巡展的推进，团队在对话与研讨
中深化着对于这位建筑大师浩瀚职业生
涯的理解。在华安雅的理解中，贝聿铭绝
不仅仅是一名享誉全球的建筑大师，他更
是毕生怀抱信念，坚定地践行着跨国界、
跨文化的交流。
而他这种跨国界和文化的身份，与

M+的定位产生完美的契合。“在我们看
来，贝聿铭先生正是完美诠释跨国界视野
与跨学科实践原则的艺术家典范。”华安

雅表示，“无论从建筑理念到文化立场，他
与M+倡导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

而M+所倡导的理念，即在全球化语
境下构建多元文化对话场域，这正是机构
主张的核心价值所在。“贝氏作品中展现
的东方智慧与西方现代性的交融，恰如其
分地呼应了M+致力于打破地域界限、推
动文明互鉴的使命担当。”

为什么将贝聿铭展览放在上海？

华安雅透露，M+曾把第一个特別展
展“草间弥生：一九四五年至今”帶到西班
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及葡萄牙波尔
图塞拉尔维斯现代艺术博物馆做巡展。但
这是M+ 第一次将自己的展览带到中国
內地。而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此次贝聿铭
展览在中国内地的唯一展出城市，无疑因
为这座城市承载着贝聿铭的成长印记。
由于父亲贝祖诒曾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
主管的工作，贝聿铭在10岁时随其搬到上
海生活学习。当年，他最喜欢的建筑就是邬
达克设计的上海花园酒店（注：即今日的国
际饭店）。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正是他建
筑师的梦想萌芽的地方。
“虽然他的职业建筑生涯并非始于上

海，但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此度过的。粤
港澳大湾区和上海，共同构筑了他早年生
活的重要图景。就中国内地而言，虽然苏
州对于贝聿铭个人和他的家族而言都是
非常重要的城市———这里不仅是贝氏家
族的祖屋所在，其园林艺术更深刻地影响
了他的建筑哲思。但上海作为比苏州更大

的超级都会，具有不容忽视的特殊意义。
基于这些渊源，我们最终选定上海作为这
一全球巡展的重要站点。”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和M+ 用于贝聿铭展览的空间布局大不
相同。“这促使我们因地制宜进行空间重
构，调整后的设计既遵循策展逻辑，又实
现了与建筑本体的完美呼应。”

作为一家志在亚洲培育庞大观众群
体的艺术机构负责人，华安雅非常清醒地
认识到：当前虽然有一些拥有雄心壮志
的、致力于视觉文化呈现的先锋机构，但
亚洲尚未出现像M+这样的机构，即以香
港为根基，汇聚了全球多元学科藏品的文
化机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
而这种责任让M+ 在决定任何展览的架
构设计时，必须确保内容与形式皆具备最
大的公众可达性。
以贝聿铭展览为例，“我们在香港的

展览采用了差异化色彩系统标注不同展
区，这是面向观众认知路径的隐性引导设
计，旨在使观众在观展过程中自然感知不
同策展理念的延展脉络。”华安雅指出，
“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展陈方式是国际
通行的方式，并非我们的独创举措。全球
众多展览机构及设计师都采用了类似策
略，我们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适
配。”
M+ 博物馆馆长希望有更多观众走

进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近距离感受大师
的职业和人生脉络。“你们一定会觉得不
虚此行，”她说。

晨报记者 沈坤

“2025 上海西九文化周”期间，我们透过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的 M+巡回展览“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及公开讲座，指出建筑
是视觉文化中能将香港和上海联系起来的重要一环。 上海的艺术与设计界发展蓬勃，对历史与当代创造力交融有深刻理解，有助于促
进有意义的跨文化交流。 我们诚挚地邀请上海及其他地方的观众前来参观这个展览。 它展现贝聿铭多方面的文化遗产；我们也诚邀公
众参加有关公开讲座，探讨贝聿铭作为建筑师和人文主义者如何与其时代的艺术和艺术家交流合作。

—————Shirley Surya 王蕾 M+设计及建筑策展人

“这个全面回顾展首次向公众展示父亲硕果累累且影响深远的职业生涯，特别阐明造就他成为建筑师兼世界公民这一独特身份背
后的跨文化影响及特殊的历史背景。透过汇聚多年来从不同来源搜集的资料，展览详述他非凡的人生故事，只有通过如此完整的阐述，
才能揭示父亲漫长而乐观的一生中所经历的复杂处境、重重挑战，以及获得的斐然成就。 我们很荣幸这个 M+展览现正展开全球巡回
之旅，并把首站定于上海。 上海对我们的父亲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他在这里度过了成长岁月。 我很期待参与 6 月‘2025 上海西九文化
周’期间举办的公众讲座，与徐冰和王蕾共同探讨父亲对艺术实践的志趣与投入。 ”

—————Sandi Pei 贝礼中 建筑师、贝聿铭的儿子、建筑师兼贝氏建筑事务所董事长及创始人

寄语

M+地下大堂 摄影：Kevin Mak 图片由 Herzog & de Meuron 提供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 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宣传图像
图片：Irving Penn，Vogue Condé Nast

M+观海长廊 摄影：Edman Choy
图片由 Herzog & de Meuron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