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进展报告 

项目名称：艺术档案专项基金（原名“中国现代艺术档案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被资助（或委托）机构名称： 

项目开始时间：2010-7-31 

项目结束时间：正在进行中 

预算金额：40 万元 

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330000 元 

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23647.63 元 

运作模式：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 

服务领域：文化艺术 

服务地区：全国 

 

项目阶段性总结： 

一、项目简述 

为保证当代艺术的档案收集、情况调查和问题研究等学术工作长期稳定地开

展，2010 年开始设立“中国现代艺术档案专项基金”，资助方向包括当代艺术

研究、编辑和出版、展览及资助青年艺术从业人员。 

“中国现代艺术档案专项基金”支持“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对中国当代艺术

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始建于 1986 年，记录中国艺术

发展的各种现象和数据，保存重要的图像及文字史料，是关于中国艺术的创作、

活动、教育和市场的综合调查数据库。“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建立了 800 多个当

代艺术家的档案，并对抽象艺术、摄影艺术、影像艺术、新媒体艺术等建立专题

档案，为编辑《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提供学术基础。 



“中国现代艺术档案专项基金”支持《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每年一卷的编辑

工作。《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是国内首部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主题的大型年鉴，由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从 2005 年开始，每年一卷，已编辑完成 2005-2020 共计

16 卷。《年鉴》完全从学术规范出发，不介入任何营利运作，尽可能调查和记

录新的艺术观念和新的艺术人才，为中国艺术的创造性实验提供基础性工作。从

2015 年开始举办的每年一届“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即是《中国当代艺术年

鉴》学术成果的展现。 

此外，“中国现代艺术档案专项基金”还对当代艺术展览、各类探讨当代艺

术问题的学术活动以及有关当代艺术的学术研究予以支持。 

2020 年，在 798 艺术区开设了“中国当代艺术档案”专馆，这一实体

的档案空间承担了收集当代艺术前沿信息、展览、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等诸多

功能，并提供查阅服务，向公众开放，成为连接学术研究与对外展示和交流的中

转站。“艺术档案专项基金”对“中国当代艺术档案”专馆的学术与行政工

作提供支持。 

2021 年“中国现代艺术档案专项基金”更名为“艺术档案专项基金” 

 

二、目前完成情况 

1.编辑完成《中国当代艺术年鉴》2020 卷并交付广西师大出版社。《年鉴》

全方位记录 2020 年度在中国大陆地区所发生的当代艺术活动，在 2020 年全年

1819 个艺术展览和活动、3168 种文献阅读综述、6000 多位艺术家的活动档案的

基础上，经过甄选、补充，最终有 99 位艺术家的最具代表性的 2020 年度作品被

选入《中国当代艺术年鉴》，该书将于 2022 年正式出版。《中国当代艺术年鉴》

为“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2020”提供学术基础。 

2.继续推进当代艺术家档案建设，着手 1979-2004 年期间艺术档案的收集与

整理，并为“40 年 40 件摄影作品”的评选与展览准备档案基础，展览将于 2022

年在北京、厦门举行。 

3.位于 798 艺术区的“中国当代艺术档案”专馆在 2021 年开展了一系列

活动： 

3.1“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2019”（2020.12.29-2021.4.11） 



3.2“噢，孩子们！千禧一代的家庭史”北京大学家庭史写作文献展 

“噢，孩子们！千禧一代的家庭史”北京大学家庭史写作文献展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15 日举行。展览通过呈现 10 位同学的家庭史物件与 29 份家庭

史写作文本，以对话访谈、收集物品的方式，打捞、拼凑家庭的记忆碎片，经由

家庭媒介档案，重返 20 世纪。 

展览期间举行了两场学术对谈活动。2021 年 10 月 8 日举办了“越来越规矩

的‘田野’和始终不安分的‘现场’——关于当代艺术中的田野工作”讲座，策

展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洪喆，艺术家石青，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张慧瑜，执行策展人王雅婷和部分参展人出席本次讲座。2021 年 10 月 22 日在

线上举行“记忆媒介的操作：女性叙述者”讲座，由策展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王洪喆发起，艺术家贺子珂主讲。 

3.3“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2020”（2021.11.14-2022.4.10）展览同期举行

了系列学术活动： 

2021 年 11 月 14 日举行了“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2020”启幕仪式，并举行

研讨会，贾方舟、朱青生、王璜生、曹雨、裴蕾、曾玉兰、高逸凡、杨卫、陈文

令、王婧思、胡为一、陈界仁、杨圆圆出席。展览期间举行了系列学术活动。 

11 月 18 日“年鉴艺术家对谈”举行，主题为“传统与当地”，中心主任朱青生

教授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隋建国就禅宗及美学对艺术创作及教学的影响进行了

热烈讨论，对“85 新潮”美术运动进行了回忆与反思，对现今当代艺术创作、

艺术批评、策展等发表了系列看法。 

“年鉴对谈沙龙”第一期于 11 月 25 日举行，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艺术与

社会”，活动由段少锋主持，中心主任朱青生教授作为对谈人，中央美院、清华

大学师生陈明强、徐小鼎、张晨、刘乐、刘冠南、周池、陈康宁、金磊参与对谈。 

“年鉴对谈沙龙”第二期于 12 月 17 日举行，主题为“策展性与策展力”，

中心档案项目负责人李斯扬主持，策展人陈柏麒、黄文珑、李泊岩、李子然、裴

蕾、王子云参与对谈。 

“年鉴对谈沙龙”第三期于 12 月 28 日举行，主题为“公共艺术与城市再

造”，年鉴展执行策展人裴蕾主持，中心主任朱青生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翁剑青、

中央美院教授展望参与对谈。 



3.4“图像-媒介系列工作坊”共 4期 

“图像-媒介系列工作坊”系列活动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唐宏峰老师担任

主持人，以读书会作为主要延续线索，涵盖讲座、分享讨论沙龙、放映和实践活

动，旨在通过分处不同艺术现场的主讲人、实践者、策展人和学生参与讨论，结

合各自的实践现状、方法与困境，进而分享各自工作中的观察与思考，并对“艺

术与媒介”、“图像与影像”的诸多问题作出回应。 

第一期活动于 2021 年 5 月 23 日举行，由董冰峰作“如何共同生活：艺术与

共同体”演讲，由李辉、郭舟、吕凯源作研究型影像创作计划报告，分别为《身

体·权力·传染病：健康的文艺档案》、《沉默的神殿》、《幽魂》。 

第二期活动于2021年5月29日举行，由唐宏峰作“历史图像学的两个案例”

主题演讲。 

第三期活动于 2021 年 6 月 5 日举行，由唐宏峰担任主持人，以“跨文化艺

术史”为主题，围绕李军专著《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作学术专题

讨论。 

第四期活动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举行，为论文电影专题放映展，及展映评议

与研讨。 

3.5“科学图像：再现、想象与虚构”跨学科讨论会 

承办“科学图像：再现、想象与虚构”跨学科讨论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央

美院、四川大学、英国剑桥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十几位学者参加。 

讨论会由北京大学李洋教授主持，发言人有张晨、张敏、王钊、李俐瑶、温

心怡，与谈嘉宾有吴琼、梅建华、王洪哲、蒋澈、王伟、张颖、孙伊。对科学发

现进行可视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不仅凝汇了科学绘图思想和技术的历史，也映

射了各门科学在历史中的兴衰演化。在科学图像的制作与传播过程中，也存在剽

窃、模仿与盗用，甚至造成几代人对科学内容的错误认知。某个时代科学图像的

准确性，则可以反映某个特定科学在当时社会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相同的科

学图像会在几个世纪里反复出现，形成固定的范式即“科学图像志”（scientific 

iconography）。因此，科学图像为科学史和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跨学

科视角。 

（详情见附件一《项目实施》） 



三、项目成效与影响力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是国内首部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主题的大型年鉴，由广

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从 2005 年开始，每年一卷，持续出版，已经成为中国当代

艺术的指标性出版物。 

“中国当代艺术档案”专馆在 798 的建立，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对当代艺

术前沿信息的收集、展示与交流。 

“艺术档案专项基金”与北京大学合作，在长期积累的学术基础上，力图在

更高层面开展学术教学与研究活动，为强化中国艺术学科整体建设，推动中国及

世界艺术的学术研究和发展作出基础性贡献。 

（详情见附件二《项目成效》） 

 

 

 

 

 

 

 

附件一、项目实施 

附件二、项目成效 

附件三、财务现阶段决算表 



附件一  项目实施  
 

 “噢，孩子们！千禧一代的家庭史”北京大学家庭史写作文献展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2020”展同期系列学术活动 

 
 

 



“图像-媒介系列工作坊” 

 

 

 



“科学图像：再现、想象与虚构”跨学科讨论会 

 

 

 



附件二 项目成效 

 

媒体报道 

 

《北京大学当代中国史料馆在京启动》，光明日报，

https://app.gmdaily.cn/as/opened/n/ab3654fa3d114e44b184cb174e44cdac 

 

 

 

 

 

 

 

 

 



《历史学家王奇生：如果我们这代人不搜集史料，50 年后会被责备没有尽到责任》，界面新

闻，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9387483868473065&wfr=spider&for=pc 

 

 

 



《收集历史是为了未来，北京大学当代中国史料馆（“中国当代艺术档案”专馆）启动仪式

举行》，Hi 艺术，http://www.hiart.cn/news/detail/ae2kpBm.html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2020 

 

 

 

 



附件三、财务现阶段决算表 

 

明细 单价 
收入 

（元） 

预算 

（元） 

实际支出金额

（元） 

结余金额 

（元） 

差旅费    112.00  

办公费    16,499.15  

交通费    8,138.72  

车耗    2,662.37  

项目人员费

用 
   277,838.33  

折旧费    12,673.92  

服务费    65,500.00  

工作餐费    8,971.09  

快递费    246.00  

项目执行费    1,385.00  

稿酬    20,000.00  

活动物资    1,521.05  

制作费    8,100.00  

合计  330,000.00 400,000.00 423,647.63  

期末结余     201,3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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