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觀瀾版畫原創產業基地與國際版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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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藝術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厚重的積澱，一百多年來，中國版畫藝術

緊隨時代發展的潮流，不斷推陳出新，藝術創作理念、技法與時俱進，與國際接

軌，體現了版畫藝術生生不息的內在原動力。中國經過 30 多年的改革開放，經

濟迅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文化軟實力也得到不斷提升。特別是近年來，

隨著文化藝術領域對外交流日趨頻繁，中華文化在世界範圍的影響也日益顯著。

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視窗和前沿陣地，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提出了「文化立

市」的發展戰略，日益重視文化建設。觀瀾版畫原創產業基地正是在國家對文化

建設、文化產業重視的大背景下，在政策的支持和鼓勵下，結合當地優勢人文資

源來創建和發展的。 

 

一、 發展歷程 

 

觀瀾版畫原創產業基地由中國美術家協會、深圳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深圳

市寶安區人民政府、深圳市龍華新區管理委員會共同創建，2006 年啟動建設，

2008 年 5 月正式對外開放，規劃面積 1.4 平方公里，核心區 31.6 萬平方米，是

將一個具有 300 年歷史的客家古村改造而成，改造時本著修舊如故的原則，沒有

大拆大建，保持了古樸、典雅的古村原貌，園區裡荷塘、花田、古井、菜地景致

怡人，一派田園牧歌的風光，版畫藝術與古村保護完美結合，是藝術家靜心創作

的首選之地。 

版畫基地是集版畫創作、製作、展示、收藏、交流、學術研究、產業開發為

一體的版畫事業與產業並進的綜合性專案，實行政府主導管理、專家指導、社會

參與的方式建設。大體分為三期建設：一期為國際藝術家村（西區）、版畫工坊、

陳煙橋故居（陳列館）、藝術部落（東區）等項目；二期為中國觀瀾版畫博物館、

版畫交易中心、水環境濕地工程，綜合生態配套改造等項目；三期為版畫學院、

畫院、藝術家公寓、版畫產權交易中心、版畫材料中心等項目。其中，一期已於

2008 年完成，二期專案部分完成或正在建設中，三期工程預計 2015 年逐步實現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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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瀾版畫基地在服務藝術家的同時堅持藝術惠民的原則，免費為公眾開放，

五年來已接待各界遊人 300 萬餘人次，拓展了大眾的審美視野，促進了版畫藝術

的普及。現在的版畫基地已成為深圳市一日遊的景點，越來越多的人通過雙年展，

通過版畫基地知道了這個深圳的世外桃源，瞭解了版畫藝術。 

 

二、國際版畫雙年展 

 

雙年展是一種國際通行的大型展覽制度，它最能體現文化間的交流和對話，

也能折射出彼此存在的差異。單一媒體的雙年展以展示當代最前沿的藝術為宗旨，

強調展覽的當代性是這類雙年展的特殊性質。展覽體制、運作機制、策展人制度、

策展人的選擇、展覽的價值取向也都應該圍繞展覽的基本性質，應該有利於這種

基本性質得以實施。 

雖然雙年展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但能把握藝術的當代性，又能長期堅持

辦下去的並不普遍。雙年展的問題不在形式本身，而在操作方法和戰略上，它是

雙年展運作的核心。我們在總結中國青島、北京版畫雙年展經驗的同時，以臺灣

國際版畫雙年展為典範，大量借鑒了臺灣辦展的模式、理念，樹立了觀瀾國際版

畫雙年展國際化、規範化、高端化的辦展目標，相容並蓄，堅持延續，在全世界

藝術家的熱情支持下，現已成功舉辦了三屆，已有 81 個國家和地區的數千位元

藝術家參與。觀瀾國際版畫雙年展是啟動版畫基地建設的重要舉措，已成為版畫

基地常設性的展覽專案，是重要的學術品牌，也可以說它是觀瀾版畫基地的重要

組成部分。 

觀瀾國際版畫雙年展也不同於一般意義以策展形式出現的雙年展，而是堅持

以比賽的機制呈現，希望以獎項的形式刺激更多的藝術創作，鼓勵更多人參賽。

從這三屆的雙年展評選來看，的確有很多年輕藝術家透過雙年展嶄露頭角。觀瀾

版畫雙年展已形成固定的常態化工作制度，設置了專門的雙年展辦公室，在雙年

展的前期策展、徵稿、收件、評選、展覽、出版、論壇、退件及推廣等各個環節

不斷總結經驗，調整工作方法，提高效率，凸顯觀瀾特色。國內作品收件量巨大，

連續三屆雙年展都採取初選國內評照片，國外評原作的方式，初評評審全部來自

中國，複評評審則廣泛邀請日韓及歐美等版畫大國評審或國際知名的策展人、藝

術家，展覽評選不完全遵循西方的審美標準，而是希望在東方的審美體系上建立

推動中國版畫藝術與國際接軌的評判體系。為強調雙年展的當代性，在學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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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性、挑戰性和針對性上進行突破，採用週邊展的形式配合雙年展的展覽，第

一屆雙年展我們舉辦了國際兒童版畫展，第三屆雙年展週邊展由中央美院蘇新平

老師策展，展覽就版畫語言拓展及版畫藝術創作等，從影像、裝置、行為、紙上

等方面多角度、多視覺結合基地客家古民居，進行專題創作，藝術家們努力探尋

版畫藝術延伸、拓展和當代語言轉換的可能性，借鑒當下文化發展趨勢以及新的

理念和發展進行跨界實驗，以各種新形態和新思考刺激和帶動更多藝術家的思考

和創作，週邊展以非常精彩的呈現成為雙年展的亮點。展覽結束後，為了讓更多

的觀眾欣賞到當代國際最頂尖的版畫藝術作品，在全國範圍內我們都進行了巡

展。 

觀瀾版畫基地與觀瀾國際版畫雙年展相輔相成，互為促進。雙年展不是單純

的兩年一次的展覽，而應是一項文化建設系統工程，它應該納入到版畫基地的學

術建設體系中。版畫基地的學術展覽、研討會、講座等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

雙年展的延續和拓展，有著版畫基地強有力的支撐，從這點上看，觀瀾國際版畫

雙年展具有其它雙年展不可比擬的得天獨厚的條件。相信隨著版畫基地建設的進

一步發展，觀瀾版畫雙年展將逐步減少各種限制，在展覽主題設置，展示形式創

新上得到突破和提高。 

 

三、學術建設 

 

觀瀾版畫基地堅持學術引領事業發展，努力打造高端的學術交流平臺，堅持

「原則性、國際性、高水準」的目標，吸引國內外藝術家入駐基地，進行定期、

不定期的創作、展覽。我們為藝術家提供居住、工作、技術等各項條件，發揮國

際藝術家村、版畫工坊的作用，做好服務，形成濃郁的藝術家創作交流的學術氛

圍。到目前為止版畫基地已有來自 50 多個國家和地區近 500 位元中外藝術家入

駐創作交流，共創作了 3 萬餘幅版畫作品，是版畫基地的寶貴財富。 

觀瀾版畫基地的學術建設主要體現在對內對外兩方面，並以版畫學術展覽、

研討會、講座等形式呈現，同時引進深圳大學版畫研究所，增強基地學術氛圍，

提升學術品質。 

在推動國內版畫事業發展上，我們積極配合中國美術家協會版畫藝委會的工

作，參與主辦多項大型版畫活動，如版畫進萬家活動，藝術家捐贈版畫作品給學

校、醫院、企業、社區等，使版畫藝術真正走進大眾生活；首屆青年版畫展則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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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世紀以來版畫界新的探索，體現了新生代版畫家們新的審美取向。我們在梳

理中國版畫發展史及當代版畫發展過程中策劃組織了「承前啟後——中國當代版

畫名家邀請展」、「聚變——國際當代凹版畫展」、「經典版畫走進觀瀾」等系列展

覽近百場。幾年來，版畫工坊已邀請國內各藝術院校版畫系教師、各群體版畫家

以及國內著名藝術家約 300 位元來基地進行創作，我們為藝術家舉辦個展、群體

展等，如宋源文先生、吳長江先生個展，內蒙古通遼版畫群體展等。這些專題展、

個展、群體展都為我們研究中國當代版畫發展提供了最寶貴的資料，同時我們與

國內外藝術院校、機構建立良好互動，與八大美院聯合建立教育實習基地，為院

校教師學生提供良好的教學實習環境。 

版畫基地還先後舉辦了「中國當代版畫發展論壇」、「20 世紀中國與版畫」、

「版畫產業化暨觀瀾版畫運作模式學術論壇」等學術研討會十餘場，為各國藝術

家、理論家提供了作品交流、思想碰撞、觀念交鋒、研究成果展示的平臺。面向

基地技師、工作人員以及深圳版畫愛好者，我們為入駐的藝術家舉辦了幾十場講

座，藝術家們介紹創作歷程，傳授製作技法，傳達先進的藝術創作理念，基地的

技師們在和眾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版畫家們一起工作，學習，受益匪淺，在創作觀

念和技法上都取得很大進步，本屆臺灣雙年展我們就取得了 6 位入選 1 位獲獎的

非常可喜的成績。 

對外的國際交流是版畫基地學術建設的最大特色和最基本保障，觀瀾版畫基

地現已成為中國版畫對外交流的最前沿陣地。幾年來，我們和國外主要版畫雙年

展組委會、世界著名版畫工坊、相關藝術機構的負責人、國際策展人以及藝術院

校的教授、國際著名的版畫家等建立了廣泛、密切的聯繫。他們都對版畫基地投

以極大關注，對雙年展的發展和版畫基地建設出謀劃策，給予熱情支援。臺灣的

廖修平先生、鐘有輝先生、林雪卿老師也多次入駐創作，親臨指導，臺灣美術創

作院的多位前輩大家專程到訪視察，日本的圓山晴巳先生及夫人、韓國的尹明老

先生及夫人，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英格裡德教授，美國波士頓大學藝術學院院長

林．艾倫教授，比利時康布萊國立高等視覺藝術大學版畫系主任莫里斯教授等等

版畫界的前輩都多次蒞臨指導，入駐創作，為觀瀾版畫基地給予了許多建設性的

指導和扶持。正是有了這些前輩的無私支持、關愛，版畫基地才能健康順利的發

展。 

藝術交流總是雙向的，在吸引更多國外藝術家入駐觀瀾的同時，我們也積極

的走出去，參與國際性的版畫藝術活動。如參加美國的 SGC 版畫年會和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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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墨爾本第七屆國際版畫博覽會（IMPACT），並且積極推出中國優秀的版畫藝

術家和版畫基地優秀作品。2010 年與保加利亞文化部、保加利亞藝術家協會合

作舉辦的版畫基地作品展在保加利亞索菲亞文化部展廳展出；2011 年與加拿大

環海及大西洋版畫藝術家協會（MAAPS）聯合主辦的中加韓美四國版畫展，在

美國威斯康辛州馬迪遜大學和康薩斯藝術研究院以及北京環鐵藝術城巡展；2011

年聯合中央美術學院、澳大利亞悉尼新南威爾士大學版畫系主辦的「個性的空

間——中澳當代版畫攫英」展。首展澳大利亞悉尼市曼麗藝術博物館，巡展新南

威爾士州伊德河美術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魯迅美術學院美術館、西安美術

學院美術館等；2011 年「粵港澳臺版畫精品展」在香港藝術館、澳門美術館展

出；觀瀾版畫基地也隨著這些作品的傳播走向了世界。 

隨著觀瀾版畫博物館的建成和投入使用，版畫基地的學術建設將進一步走向

完善和專業化，將收集整理藝術家在版畫基地創作的第一手資料，建立更全面的

世界版畫藝術家資料庫，並做到追蹤聯絡，及時更新；將會創辦觀瀾版畫雜誌，

定期介紹版畫基地入駐藝術家以及版畫基地相關展覽等活動，努力使觀瀾版畫原

創產業基地成為中國版畫發展的學術前沿陣地。 

 

四、產業化探索 

 

觀瀾版畫原創產業基地的產業化是一個非常艱巨和複雜的課題，目前還處於

探索和準備階段。美術產業化運營中，正確的學術定位是決定產業化運營成敗的

關鍵所在。觀瀾版畫基地學術上的明確定位「原創性」，保證了版畫創作的水準

和內涵，只有具備了學術性的版畫作品才能更好地體現作品的原創價值，才可以

在市場產業化運營中獲得更多機遇，才能保證觀瀾版畫旺盛持久的生命力。 

版畫基地的產業化發展也與中國版畫市場的發展息息相關。版畫市場的發展

需要版畫知識的普及，需要更多的大眾懂得版畫，接受版畫，喜歡版畫。自 2007

年起，在每年舉辦的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期間，觀瀾版畫基地

已連續舉辦 6 屆中國（觀瀾）原創版畫交易會，可以說交易會的舉辦為中國版畫

走向市場，為版畫基地的產業化積累了經驗。 

雙年展從文化產業的角度來看，其本身並不直接創造經濟價值，但由於雙年

展自身的特性，它所提供的國際性、廣泛性、包容性、多樣性與開放性的平臺，

使它對於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文化產業特別是文化旅遊、藝術品創作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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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的發展，乃至城市文化形象的樹立、民族藝術思想與產品的輸出，都具有

重要的文化與經濟意義。雙年展這種非盈利性質的社會文化活動的市場是間接的，

它通過展覽推動藝術品的價值、藝術家的知名度、收藏家的興趣等，以此形成一

個市場。 

版畫基地將結合幾年來發展的實踐經驗，成立「版畫藝術推廣中心」來對接

基地的產業化發展。中心將建立作品的銷售平臺，以觀瀾版畫基地為中心，設立

廣泛的推廣銷售合作視窗，形成分銷的網路機制，開發網上電子商務平臺，形成

常設性的網路交易推廣平臺；建立藝術家合作機制，簽約代理推介藝術家，發揮

服務職能，形成良好的合作模式；與藝術機構聯合設計開發版畫衍生品專案，將

版畫藝術傳播普及化、生活化；開發版畫畫材資源，建立國際化的版畫畫材集散

中心。版畫藝術推廣中心將做到策展、出版、推介體系化，形成有效的推廣形式，

為藝術家搭建順暢的展示銷售的管道，促進版畫的產業發展，同時充分利用專業

優勢與院校及著名藝術家聯合辦學，發展版畫藝術教育，提供工坊的技術服務，

吸引更多的藝術家參與版畫的創作推廣，為藝術家提供設備、技術等有償服務，

緊緊依託版畫基地的學術建設為產業化發展提供專業支撐，形成規範的產業交易

準則和行業廣泛認可的市場制度，為藝術家作品的市場流通建立廣泛認可的價格

體系準則。 

臺灣國際版畫雙年展是國際版畫交流、發展的成功典範，它為觀瀾版畫基地

的發展提供了先進可循的經驗，隨著觀瀾版畫基地建設的不斷深入，版畫事業與

產業發展，以及其教育、培訓、傳播的功能也將逐漸發揮更大的影響。我們希望

得到臺灣藝術界各位前輩的繼續支援，不斷學習，認真探索，建立互動與合作，

共同推動中國版畫與世界接軌，促進世界版畫藝術的發展，衷心的祝願臺灣國際

版畫雙年展越辦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