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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控制而西方世界逐渐成为疫情的重灾区，大量关于

美术馆闭馆，画廊停业，艺术学生要求学院退还学费，艺术学院财政出现危机等信息开始充斥

在各大艺术新闻平台上。当大多数媒体报导的关注点都落在了主流的西方机构的时候，海外华

人艺术群体在疫情中所遭受的影响既未被英文媒体覆盖，也未受中文媒体关照。因此央美艺讯

网特别采访了四位以纽约为“根据地”的华人艺术从业者，借此了解由他们负责的中小型画廊、

非营利艺术空间和线上组织在这次疫情中受到的影响，以及他们将如何利用这段时间整合原有

的运营模式、长线计划，并邀请他们分享了自身作为海外艺术工作者在疫情中获得的启示。

初期防疫对策和后期展览活动所受影响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今年年初首先在中国爆发，纽约的华人群体相较于其他族裔的群体更

早地意识到此次疫情的严峻，也预料到了这一场“灾难”很快会辐射到纽约，因此也更早地开

始准备相关的防疫工作。

《吾庐记》展览现场。摄影：黄静瑶。致谢秋萌画廊。



秋萌画廊主要代理中国当代水墨艺术 , 其创始人付秋萌在接受艺讯网采访时透露，画廊很早接

收到了中国疫情爆发的信号，因而早早将三月份的一场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的群展设计成了预约

性质的观赏，并没有安排开幕。“画廊这一场群展本身配合的是纽约亚洲艺术周的档期（3 月

12 日至 19 日），”秋萌在解释之所以在策划初期就没有考虑为这次展览设计公共项目时说道，“考

虑到我们面向的客户群都是和中国有很深关系的，他们必定有很多近期刚从中国出差回来的。”

秋萌原本计划让观众和艺术家以“雅集”的方式进行互动，以两到三人的小型分享会代替产生

较大流量的开幕。“这种观赏方式也恰好符合我们本身所探讨的当代和古代的关系，” 秋萌说道，

“当代人看作品都是在公共空间，而中国文人流传下来的观看方式是很私密性的。”

即使这一谨慎周道的预约制观展方式本身已经考虑到了要最小化人群聚集，最后也并没有得以

实施。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在 3 月 11 日正式将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定为全球性流行病，以

大都会博物馆为首的各大美术馆陆续闭馆，各大画廊也暂停营业。“我们的整个的艺术社群都

全面停工了，”秋萌在解释为何决定取消预约制时说道，“我也不想让艺术家们暴露在风险之中。”

疫情下的收支困境

面对新冠疫情，秋萌坦言自己的画廊因为做的是一级市场，所以销售量所受到的影响势必会比

那些做二级市场的画廊来得更直接。“我们不销售 KAWS 这类已经在由拍卖行引领的二级市场

里非常有名的艺术家，我们更多的要通过面对面的沟通来让美术馆的策展人们和藏家们知道我

《空集》展览现场。摄影：黄静瑶。致谢秋萌画廊。



们的艺术家在艺术史中的重要性，从而为自己代理的这一批艺术家在业内争取到话语权，”秋

萌将藏家们在一级市场中的收藏行为理解为一个经验的消费，“然而现在没有办法再去和人产

生这样直接的互动。”

在纽约佩斯画廊有十年工作经验并同时身为否画廊的创始人何雨也接受了艺讯网采访。在被问

及资金周转问题时何雨的态度相对乐观：“否画廊一直以比较安静的方式运转，并没有采用大

型商业运营模式，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收紧一点预算，并灵活地做出改变就可以了。”

SLEEPCENTER 布鲁克林空间。致谢 SLEEPCENTER。

除了画廊面临的销售量下降，很多非营利艺术空间也取消或延期了本能够带来收入以支持空间

运营的项目。在纽约开办了五年非营利艺术空间 SLEEPCENTER 的林锐向央美艺讯网透露，原

定于 2020 年展开的一系列由 SLEEPCENTER 协助完成的社会企业项目皆受到影响，包括在北京

的地点创生（废弃空间活化），以及几间来自亚洲地区的画廊在纽约的项目落地。为这些项目

提供了咨询服务后得报酬，本可以促使 SLEEPCENTER 实现资金运营模式的转型。“我们意识

到在这个年代，纯粹靠补助金和赞助人作为非营利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不可能的，”林锐解

释道，“我们想要摆脱这种单一且不可持续的模式。”然而由于只有等项目落地才有资金回报，

疫情的发生大大减慢了这一转型的发生。“从 2019 年年末大家就已经开始计划推迟很多东西了，”

林锐说道，“而目前来看这个影响可能要持续到五六月。”

在艺术空间无法正常实现收入的情况下，纽约高昂的租金是这一些负责人面前最棘手的问题。

面对这一问题，林锐的做法是加入了参议院代表在线上发起的减免租金的请愿，并直接积极地

与房东协商近期租金的价格。



SLEEPCENTER 华埠空间。致谢 SLEEPCENTER。

画廊业作为小型商业的一个分支，似乎比非营利空间多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即是申请下小型

商业补助计划。然而何雨向央美艺讯网解释道，艺术行业很难符合申请小型商业政府补助金的

要求。何雨早前加入的新艺术商联盟近期也在呼吁纽约政府根据艺术从业人员的需求做出资助

计划的调整，包括减免租金和直接资助。“艺术行业与餐饮、零售业很不一样，如果按照一刀

切的方式来进行审核，很少能有画廊申请到这些基金，”何雨说道，“而艺术行业反倒又是受

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

线上平台打造和文献数字化工作终于得以推进

当代艺术世界近几年对线上展览一直有所动势，而画廊、美术馆、艺博会对实体展览和活动的

大量投入，使得他们无法集中精力去孵化一个更优良的数字化平台。这次疫情显然迫使了整个

艺术行业去寻找一个更多样的、有效的方式让艺术在虚拟世界中被感知，使得线上展览不再是

一个空泛的概念。

在线上销售这方面，否画廊及时地做出了反应。据何雨介绍，虽然过去有很多交易在线上进行，

但手段较为传统且机械：藏家通常根据画廊工作人员在微信或邮件上发送的图录来决定所要收

藏的作品。正在展出的 Wendy Letven 的两件作品就以这种方式销售了出去。而在画廊空间关

闭后，否画廊的合伙人兼艺术总监海良设计并发布了一款提供浸入式体验的在线画廊。



《温迪·勒特文：交会之际》展览现场。摄影：海良 © 温迪·勒特文，致谢否画廊

《温迪·勒特文：交会之际》展览现场。摄影：海良 © 温迪·勒特文，致谢否画廊

林锐在采访中表示，此前艺术机构、画廊在网站呈现的内容没有足够有效地帮助普罗大众增强

对艺术的了解。考虑到非营利艺术机构经常涉及到的文献整理和研究记录，林锐认为当网上有

更多的资料提供，大众将获得更好的学习经验。“现在这个口子开了，我希望它不要因为疫情

过去又合上，”林锐说，“线上展示非常体现机构、画廊的实力，需要时间去沉淀。”



对停止了一切画廊活动的秋萌来说，终于有时间整理学术档案，并开启一项计划已久的项目：

将国内媒体对画廊所代理的艺术家的报导整合成藏家所订阅的画廊新闻，让藏家们了解中国的

艺术生态。秋萌认为这一些涉及书写和存档的工作，长期来看是能够增加艺术品价值的。

在采访了以上三位在纽约拥有实体艺术空间的负责人之余，央美艺讯网还了解到一个名为“触

发（Trigger）”的非营利学术社群近期也在线上进行中美艺术家对谈的活动。“触发”由留美

艺术家、艺术学生群体发起，是纽约华人艺术生态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创始人蔡星洋在采访中

向央美艺讯网介绍道，“触发”早前已经开始利用线上工具去解决个别受邀加入对谈的中国当

代艺术家无法亲临现场的问题。

蔡星洋表示，当活动从半线下半线上的形式转变为全面在线上进行，参与体验反而提高了。“我

感觉现在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了，”蔡星洋说道，“不再有现场嘉宾坐在前面，然后观

众坐在下面的这种区分。”蔡星洋对此类线上艺术活动的未来持积极态度。对此他解释道：“线

上活动不像现场活动形式感那么强，它提供了一种更加轻巧的，也令人更清醒的交流方式。”

倪有鱼分享会现场。致谢触发。

触发线上活动。致谢触发。

倪有鱼分享会现场。致谢触发。

触发线上活动。致谢触发。



突破圈层的合作与对话：世界从未如此紧密相连

这一场新冠疫情在让全人类都陷入危机的同时，也为纽约的华人艺术群体提供了机遇去突破原

有的圈层划分，真正参与到了美国的社会服务和公共讨论之中。

何雨向央美艺讯网介绍了一个由在纽约华人艺术从业者们率先发起的筹款小组“N95 FOR 

NYC”。这一小组通过向各大画廊的藏家群体和纽约其他艺术从业者筹集资金，向值得信赖的

中国供应商采购防护物资，并配送到纽约各个医院。何雨透露第一批采购的一万个 N95 口罩和

两万个普通医务口罩和 350 套防护服预计在四月初抵达纽约。“这几天我扫除了很多医疗的知

识盲点，”何雨表示自己一直在积极地了解捐赠的每一个环节的实施，“比如向医院捐赠时我

们要签哪些协议，哪一家供应商最合适，如何保证将物资真的落到一线医务人员手中。”何雨

还向建议道，未来小量的捐赠最好直接配送到小诊所，因为小诊所通常争取不到大医院可以获

得的资源。

当中国在疫情发展的过程中多次成为西方主流媒体报导的核心，纽约的华人艺术群体也从未如

此热烈地追踪美国媒体对一个事件从头到尾的报导，并因此更深入理解美国媒体的操作，以及

美国政治舆论和医疗社保系统的弊病。对此，林锐在采访中表示他希望通过这一件事件，使现

处于事业中期的或者更年轻的华人艺术群体获得一个“更平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理解

不同国家政体和文化间的差异，与同辈的美国艺术家们有一个更平等的交流。“希望我们不再

因曾经的陌生遥远而仰视，”林锐说道，“因为当我们用更开阔和平和的心态去浸淫和研修，

收获得也许更多。”

《李巨川：武汉会馆》展览现场。致谢 SLEEPCENTER。 《李巨川：武汉会馆》展览现场。致谢 SLEEPCENTER。



《李巨川：武汉会馆》展览现场。致谢 SLEEPCENTER。

在全球各大展览都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取消之际，否画廊近期参与策划的艺术家林延在日

本市原湖畔美术馆的展览《云卷云舒》奇迹般地顺利落地了。何雨介绍到，这次展览从一月份

开始计划，但因为疫情，中国和纽约的策展团队都取消了旅行计划，并在隔离的状态下借助微

信群进行建筑草图修改、作品运输安排、图录设计等工作的对接，最后由日本团队根据翻译成

日文的方案来做材料采购和现场施工。

这一题为《希望重生》全球项目早前已在石家庄万营美术馆落地，当时林延用几百张悬挂的宣

纸围筑了一个迷宫。何雨读出了林延当时写下的自述，以表达自己近期的感悟：“路很窄，伴

随着身边纸的声音只身前行，仰望便可以看见一线天。隔离之下，仍然共享着同一片天空和水。”

此次艺讯网的其他受访对象也都提到了全球的碳排放量下降的现象，认为疫情也许是地球自我

保护的一种方式。何雨在采访的最后坦言，这次疫情使她对自己和其他合伙人所制定的否画廊

十五年计划更加坚定：“我们会继续去探索一个更加去中心化的状态，打造一个远离大城市的，

让自然和艺术更好融合的空间。”



《云卷云舒》展览现场，日本市原湖畔美术馆。© 林延，致谢否画廊。

《云卷云舒》展览现场，日本市原湖畔美术馆。© 林延，致谢否画廊。



《云卷云舒》展览现场，日本市原湖畔美术馆。© 林延，致谢否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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