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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学生年展，如期在重庆美术馆开幕——作为四川美术学院最

重要的创作展示之一，每年的学生年展，不仅仅是一次教学成果的汇演，更

真切而及时地反映了年轻一代艺术家们，最原始、最本质的艺术构想。

不可否认，本届展览的参展主体，大多出生于80年代中、后期，甚至

是90年代初期。这让他们的作品——从技巧到观念，从材料到呈现，从图

象方式到思维结构，都与前辈艺术家们大相径

庭。一方面，他们的艺术创作带有自己的时代特

点，这些鲜明的特点源于他们全新的生活经验，

在整个社会的变革里，他们区别于别代人的成长

经历，决定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审美判断，并影响

着他们此后的艺术创作；另一方面，这些创作的

雏形，也许还仅仅是他们跨入职业艺术家前的小

试牛刀，许多关于艺术的思考和表达，也可能因

为稚嫩的年纪而有欠成熟，甚至，不等获得外界

的批评与肯定，他们自己很快就会进入下一轮全

新的尝试中去。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能？艺术的世

界，就像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里面装着什么，

只有打开的人才能看见——而一年一度的年展，

无疑给了我们一次打开魔盒的机会与勇气。

如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在其艺术自述中所表

达的那样：艺术家之于社会和艺术有他的意义

和责任。但他们现在感兴趣的事情，也许很简

单——仅仅只是创作而已。而关于川美的骄傲，

诸如77、78级那时拥有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

命感……则不是这一代人所要关心的。至少，不

是他们首要关心的问题。艺术更大程度上，回归

到艺术家自我的内部世界——尽管这个世界，也

许小得只能容纳他们自己的微情绪和私感受，但

却是他们艺术创作和表达中最重要的源泉，同

时，可能也是这一代人的价值核心。也许，对于

这样的论调，我们会嗤之以鼻——无论是艺术

家，还是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作为整个社会关系

中的一分子，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一些基本和起

码的社会责任。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对于社会

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集体缺失，仅仅是单个艺

术家的内心独白吗？又或者，仅仅是艺术家这个

群体的集体独白吗？答案是否定的，它在整个80

一代、或者更年轻的群体中普遍存在。因此，当

我们批判整个80一代集体责任感缺失，或者指

责他们为“自我的一代”的同时，或许我们可以

先来回顾一下这一代人的出生与成长——尽管我

们不一定需要以时间来做简单的艺术断代，从而

引发诟病。但事实，在这个十年里的确发生了不

同以往的变化：一方面，在特殊的国情下，80年

代、以及更晚的90年代艺术家，因为特殊的时代

背景和国情，成为世界上第一代以独生子女为主

的群体。就像年轻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这让

他们在出生与成长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关爱、

呵护与宠溺。而一帆风顺的童年和青春期，缺少

苦难的磨砺，都让他们的抗击指数大大降低。面

对挫败和压力，他们更容易沮丧，并选择逃跑；

与此同时，尽管得到父辈更为专一的给予，但他

们却在同龄人的世界里，缺乏陪伴，被迫变得形

单影只，大都独自长大。这也让‘以自我为中

心’变得理所当然；另一方面，突飞猛进的时代

变迁，为这一代人带来新的课题：经济改革、信

息革命、东西方文化碰撞……以及随之而来的消

费主义、互联网、虚拟世界、快餐生活和多元文

化……伴随这一代人成长的关键词，不胜枚举。

而这些，无疑都对年轻一代艺术家们此后的艺术

创作、及其创作背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带来了

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当我们面对年轻艺术家

的作品，或者说，面对新生代艺术家的创作时，

我们很容易看到：他们作品中自然而然流露出的

“自我一代”情绪——但可以肯定地是：作为出

生于新时代的年轻艺术家来说，他们的成长经历

与体悟，或多或少，也反映出整个中国近30年来

的社会现实和时代变迁。而艺术正是用最敏感的

神经，感知和记录下社会生活与艺术本身，在观

念上、思想上、方式方法上，给我们带来的潜移

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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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倾向于将‘卡通’与

娱乐、肤浅、嬉戏等同起来。在我看来，中国当

代艺术中的卡通现象，既有别于日本动漫，更区

别于欧美动画。它有其自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上

的必然性。尽管大部分被冠以‘卡通’之名的艺

术家，其艺术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是简单的、易懂

的、美丽的、艳俗的、潮流化的、游戏性的、小

情绪的、个人趣味的、貌似快乐和低浅的；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艺术现象的背后，也如

它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假如，我们能先明确

‘卡通’的定义，并摒弃卡通在商业化浪潮中所

招致的偏见，进而将之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来认

真看待的话”。而我们所需要提醒年轻艺术家

的，仅仅是如何在资本介入的时代，真诚地面对

自我的艺术思考和创作，而不至于在随波逐流中

顾此失彼。

而另一个与卡通相对的现象是：年轻艺术

家也更倾向于借用全新的材料来进行创作。在对

媒介的使用上，他们有着天生的大胆、开拓、实

践和冒险精神。这使得他们的创作往往突破了原

有的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摄影……等等系

科设置的局限，而进入到更自由的创作领域。当

然，我们依然不可否认，他们对于材料的体验才

仅仅是刚刚开始，但即便是初与浅的尝试，也为

他们的创作带来了更多的丰富性。尽管“跨学

科”、“跨媒材”，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的话

题，但是，在年轻一代艺术家的作品中，能看到

他们自觉地突破与运用，依然是一个不错的预

兆。而这样的预兆标示着：在未来，新兴的艺术

也许将带给我们更多超越传统以外的体验。

在希腊神话里，潘多拉是诸神送给人类的

礼物——它被赋予无尽的完美，是诱惑的化身。

但潘多拉的盒子里装着的，则是可能带来灾难的

诱因——但没有谁能阻止好奇者的步伐。艺术同

样如此，也许它带给我们的变革，不仅仅是视觉

上的、审美上的，甚至是文化上的、思想上的，

而这一系列的变化，可能脱离了我们原本熟悉和

热衷的轨道。但是，我们依然期待，它带给我们

的视觉震荡和思想冲击——哪怕那可能是一场变

革性的灾难。而作为未来艺术家们的展示平台，

年展或许让我们嗅到了魔盒的味道，我们需要做

的，也许仅仅是走进它。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青

年一代艺术家们，依然在创作中借鉴了大量的卡

通元素，或者说卡通形象。用他们自己的话来

说：卡通、动画、漫画……这些被称为“舶来”

的文化，也许正是他们真实的年少经历。在大多

数的童年时光里，他们就是伴随着日本、欧美的

卡通片成长起来的。那些生动而鲜活的卡通人

物，是这一代人都熟悉的集体记忆。以这些自小

就根植于他们内心的元素，作为创作的题材，如

此看来，也就变得理所当然。尽管，在商业化的

浪潮里，四川美术学院的“新卡通”，曾一度被

诟病为是市场的产物。然而，公正的说，尽管市

场在某个阶段选择了“卡通”这样的艺术图式，

但这并不是“卡通”自身的错。相反，它肯定了

“卡通”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影响，正如年轻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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