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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中国当代艺术年鉴》

前言

2007卷在2006卷调整的基础上继续做了如下调整：专题研究只针对相关专题的事实进行综述，而把与
此主题相关理论和讨论集中在理论综述之中。理论综述在方法上作了重大改变，不再以语录集锦附加
编者按的方式集中呈示各个理论主题，而是通过编辑的阅读，对与主题相关的所有重要文本分析、归
纳，进行综述。为了减少对原义的误读，各家意见主要部分均完整引用，注明出处。大事记进一步精
简，从原来平均每月记录20件事减少到一年统共记录80件左右，以示其意义的确比一般的日志所及重
大。虽然已经运用统计学客观衡量与编辑委员民主推选、反复斟酌相结合的遴选大事记的做法，但是
由于编辑的见识局限，又免不了本位立场的干扰，所以这一件工作有待从方法上提高。目前，巫鸿教
授已经把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出版英文《中国现代艺术文献集》所附“大事记”交由“北京大学中国
现代艺术档案”承担编制，《年鉴》编辑工作组收集了到目前为止坊间、业界编成的所有同类大事记
，详加对勘，核对出处，希望借此总结经验，改进方法，在编制2008年大事记时，再有所提高。其他
工作均依2006卷编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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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中国当代艺术年鉴》

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2007)》内容简介：2007卷在2006卷调整的基础上继续做了如下调整：专题研究只
针对相关专题的事实进行综述，而把与此主题相关理论和讨论集中在理论综述之中。理论综述在方法
上作了重大改变，不再以语录集锦附加编者按的方式集中呈示各个理论主题，而是通过编辑的阅读，
对与主题相关的所有重要文本分析、归纳，进行综述。为了减少对原义的误读，各家意见主要部分均
完整引用，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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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专论作为思想史运动的’85新潮美术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电视年鉴专题调查2007年中国雕塑报
告2007年的中国建筑2007年中国摄影回顾2007年中国公共艺术综述2007年国设计综述2007年中国行为艺
术与现场艺术报告2007年水墨画状况2007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2007年美术馆与博物馆专题2007年重大会
议与活动综述2007中国美术教育专题报告2007年艺术节及艺术区专题报告2007年国内艺术展览情况综
述中国当代艺术空间现状概谈2007中国画廊综述广东当代艺术状况报告西安纺织城艺术区的崛起2007
广东美术馆专题报告2007年西南当代艺术发展概况第三届成都双年展综述2007台湾美术生态观察文献
综述关于“新艺术”的争论2007女性主义问题综述2007年现代水墨文献综述关于抽象艺术的讨论2007
年的艺术教育“’85新潮美术”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2007年艺术市场、制度与艺术法相关文献综
述2007年艺术机构、策展人、艺术聚落与艺术传媒2007年当代艺术的概念与用法综述2007年中国当代
艺术文献目录索引人物索引机构索引事件索引编辑机构鸣谢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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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人民公园》用四个发生于深圳和北京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来展示如何织补和激活疏离的城市
空间；《土楼公社》探讨圆形的传统土楼形式对城市中边角用地的再利用可能，以及创造积极社交空
间的能力。诸多相关活动中，既有对某个特定城市问题的回应，也有对某种城市模式的期许。全国第
九次“建筑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对“山水城市”的策略与方法进行了探讨，但会后发表的《中国洛阳
倡议书》仅止步于对“山水城市”的美好描述，而没有针对中国快速城市化、城市人口与土地矛盾加
剧等严峻现实提出如何实现“山水城市”的理想。在对城市发展给予重点关注的同时，中国的农村建
设也被逐步提上日程。2005年10月，中央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等八个方面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农村建设多参照城市模式，而对本土资源和特性缺乏足够和深入的理解。中国
乡村是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发源地，在城市化和社会转型中遭受着巨大的冲击。如何立足中国农村
实情进行建筑实践成为需要探讨的问题。2007年第4期《时代建筑》进行了“新乡村建筑”专题讨论，
透视了乡村社会的政策和制度、乡村聚落空间的特质和转型，介绍了谢英俊等人的乡村建造实践，这
些实践从不同方面探索了根植于乡村生态和当地资源的建造技术。2007年5月20日，同济大学迎来百年
校庆，温家宝总理亲临考察演讲。同年10月20日，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喜庆建院80周年。作为1992年国
内首批通过建筑学专业评估的四所院校成员，同济大学和东南大学在国内建筑学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
，培养了大批人才。建筑学专业的庞杂决定了建筑教育的多元性，日新月异的理论和技术进展，要求
建筑教育不断反思和更新。2007年9月，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科指导委员会主办了国际建筑教育大会，
以“建筑教育的特色和未来”为主题，对建筑教育的发展方向展开了研讨。2007年，建设部和中国建
筑协会将中国建筑设计领域的最高奖项“梁思成建筑奖”授予崔恺。作为中央直属大型勘察设计企业
的总建筑师，崔恺是主流派建筑师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带领的团队设计的首都博物馆、北京外研社办
公楼、拉萨火车站、安阳殷墟遗址博物馆等作品在业界受到了较高的评价，其中安阳殷墟遗址博物馆
还获得了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和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崔恺在设计中关注城市和本土文化问
题，寻求作品特定的场所精神，使建筑融入到所处环境之中。2007年学术界的动态也值得关注。第四
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于2007年6月在同济大学召开，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建筑遗产”。朱
光亚教授梳理了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谱系及时空分布，并对东西方及东亚不同国家传统木结构建筑
的特征和差异作了比较。右史的《中国建筑不只木》分析了中国建筑“五材并用”的传统和“土木之
功”的表述，提出无论是建筑材料还是结构形式，中国建筑都不局限于木。作者认为，对中国建筑的
认识和研究应该走出以木结构为主的局限，希望建立真正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建筑理论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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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2007》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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