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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毕业季展览对于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和学院来讲

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各大美术院校极力将毕业展打造成一

个全民互动的开放式展览。自 2005 年，四川美术学院“开

放的 6 月——四川美术学院艺术游”已发展成为综合性的、

具有品牌效应的艺术庆典，拉近了学院与社会的距离。今

年，四川美术学院启动了“城市艺术细胞培训计划”系列

线下活动，让艺术细胞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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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duation exhibitions, with significance to art academies and 

their graduates, are designed as open exhibitions interacting with the public. Since 

2005, “Blooming June—Art Tour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has already built 

its own brand and become a comprehensive art festival, narrowing the distance of 

the academy and the public. This year, SCFAI has launched the offline activities of 

“The Project of Cultivating Art Cells of the City”, making art cells grow at every 

corner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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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共脉搏：
“开放的 6 月——四川美术学院艺术游 2020 年毕业生作品展”

 Resonating with the Times: Blooming June—Art Tour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李一白 Li Yibai

毕业季展览对于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和学

院来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学子们

学业成果的总结和呈现，也反映了院校的教

学质量和学科建设的成果。各大美术院校极

力将毕业展打造成一个全民互动的开放式展

览，以此吸引社会更多的关注和参与。现在，

毕业季已发展成为包含毕业作品展、毕业晚

会、相关学术展览、论坛等综合性的活动。

2017 年中央美术学院融合大地艺术、行为

艺术以及娱乐事件的“西瓜秀”、2018 年

正值百年校庆的毕业季活动、2019 年的“未

来考古学”，都在不同角度呈现了中央美术

学院的学术性、创新性，以及对社会、时代

的关注和参与。2019 年中国美术学院与浙

江省文学与艺术节联合会、中共杭州市委宣

传部、浙江音乐学院、西湖区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首届之江国际青年艺术周”为毕业

季活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融合了影音创作、

舞蹈、音乐、快闪等形式，举办了一场综合

性的狂欢式主题展演。

将毕业展打造成嘉年华，是学院送给学

子们的欢送式，也是学子们踏入社会的助力。

同时，开放、轻松的氛围对社会了解学院教

育、当代艺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5 年，

四川美术学院提出了“开放的 6 月——四川

美术学院艺术游”，拉近了学院与社会、与

广大市民的深入交流。

一、16年来持续“开放的 6月”

丰富的周边活动。自 2005年以来，“开

放的 6 月”一直在探索和丰富以学生毕业作

品展为重心的多样的活动形式。2006 年，

就与毕业展同期举办了露天 DV 展映、校园

环境欣赏等项目，其中“开城布公”——第

一届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工作室开放

日成为了当时的重点活动。“开城布公”将

入驻坦克库的艺术家们一年来的创作进行了

集中呈现，并让观众们有机会到艺术家们的

工作室里一探究竟，开放、真诚的艺术态度

拉近了艺术与社会的距离，而后这一活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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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开放的6月”的常规内容之一。此外，

创意产品展销、布艺陶瓷现场制作体验、现

场绘画、服装设计等活动也使“开放的 6月”

更加丰富、立体。

多样的作品展示，也是“开放的 6 月”

吸引观众的一大亮点。影视类作品的展演活

动、服装专业的走秀活动，都让作品焕发了

更大的活力，进行了更全面的展示。值得一

提的是，2016 年由影视动画学院戏剧影视

美术设计的同学们策划演出的舞台剧《虫虫

心事》。《虫虫心事》作为 2016 年 “开放

的 6 月”开幕大戏，利用校园中隧道的空间

进行演出，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高水平的同期展览，增强了“开放的

6 月”的学术氛围。例如 2010 年的“后世

博——四校建筑专业联合设计作品展”、

2011 年“建筑艺术系及四校毕业创作联展

作品展”“新时代——中澳新媒体艺术展”、

2013 年“川美老教授作品展”等。

助力学子扬帆起航。毕业季是学子们展

示学业成果的季节，也是他们踏上人生新阶

段的第一步。如何帮助他们由学生过渡到社

会人的身份转换，让他们坚定信心，在艺术

的路上走得更远，一直是四川美术学院在努

力做的。为此，四川美术学院设立了“学院

奖”“大学生创意新秀奖”“Eland 奖学金”

等，多形式、多渠道奖掖新人，为青年艺

术家提供更多作品推介的机会，搭建更多成

长成才的平台。同时，学院一直鼓励毕业生

在毕业展上出售自己的作品，一方面可以缓

解毕业生的经济压力，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

买家的认可，进一步建立他们的自信心。在

2012 年“开放的 6 月”展览期间，就有约

830 余件毕业作品销售或达成意向，涉及金

额达 316 万多元。2018 年，重庆艺术大市

场与“开放的六月”同时启动，这是重庆市

首个市级艺术品展示交易平台，这一届 50%

的毕业作品参与了重庆艺术大市场的线上交

易。2020 年“开放的 6 月”线上作品展继

续与重庆艺术大市场携手，观众可以在线上

的作品展示页面与作者联系、购买。重庆艺

术大市场的启动，让更多市民走近了艺术品

收藏，这对于艺术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非

常积极的作用。

激活城市艺术活力。从黄桷坪涂鸦街，

到“川美创谷”“重庆艺术大市场”“重庆

艺术产业研究院”，“开放的 6 月”在向社

会展示学院教育、呈现艺术魅力的同时，也

影响着社区，乃至整座城市的艺术氛围，加

深了高校、企业、政府的联动，使重庆这座

城市焕发了更加热烈的艺术活力。

二、2020 年，疫情下一场特殊的毕业展

因疫情的原因，2020 年大多数美术院

校取消或缩小了线下毕业季展览的规模，选

择以线上展览的形式呈现作品。线上作品展

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观众可以不被时间、

地点束缚，随时随地观看展览。与作品详情

配套的创作过程记录、作品解读等信息，可

以让观众更加全面、深刻地感受、了解每一

件作品，而这些信息在线下展览中很可能被

观众所忽略。影像类的作品免去了展览场地、

设备条件的限制，对于观众来说观看也更加

方便、直观。但雕塑、装置这类三维的作品

则无法体现作品与空间的关系，更不用说互

动类的作品会因网络的距离，削减掉多少魅

力和趣味性了。

“城市艺术细胞培育计划”是 2020 年

四川美术学院“开放的 6 月”毕业季一个特

别的组成部分。在所有毕业作品参与线上展

览的基础上，学院精选了部分优秀作品，于

重庆市多个空间内展出，并且为了配合不同

的展览场地，安排了不同类型、风格的作品，

有的更偏重学院派，有的更注重趣味性。“城

市艺术细胞培育计划”让“开放的 6 月”进

一步走出校园，融入城市，在不同的空间中

激发城市的创造力与艺术可能。

三、青年的视角

从《父亲》《1968 年 × 月 × 日 · 雪》

《春风已经苏醒》，到“大家庭”系列、“新

卡通一代”，四川美术学院的创作一直提倡

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生命的关注。本

届毕业作品延续了四川美术学院的创作精

神，体现了青年艺术家们对社会、对时代的

观察和感悟。

1. 对地域文化的创新和反思。

四川美术学院坐落西南，被独特的地域

文化所环绕，在毕业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

以川渝地域文化作为创作基础的作品。例如

《乡村集市模式设计实验——可变式集市设

计》（作者：李国瑞）、《Tr-i-teration——

山地艺术展廊》（作者：陈稼宪）、《乡村

产业提升与特色空间的在地营建——转山》

（作者：余立竞）等，以重庆地区特有的地

理背景和社会问题作为设计的原始资料和基

础数据；《乱劈柴——川渝酒令言子儿》（作

者：陈轻盈）、《电驭山城》（作者：刘海淇）、

《岈屿意象》（作者： 杨腾飞）、《秀山花灯》

（作者： 何哲）等作品则以川渝地区的方言、

文化作为灵感来源，进行艺术化地设计和创

作。还有一类作品，则对地域文化进行了反

思，如《消失的地方方言》（作者： 谌雪洋）。

作者以四川方言为文字媒介，通过冰、蜡、

火柴、雨水、墨、白色细沙等材料将方言文

字做出视觉呈现，并记录下材料消失的过程，

以此视觉化地呈现地方文化的消失。

2. 对社会生活的思考。

本届毕业展中，很多作品体现了青年学

子们对当下一些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田皓男的作品《三年 · 十二季 · 一千零

九十五天》将 3 年多时间里手机储存的图文

资料、生活动态等内容截图，冲洗成照片，

以时间、记忆的线索将不同年份同一天的截

图图片重叠在一起，用碎片化点视觉形式呈

现了作者在这 3 年多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

件和心情。这件作品是非常个人化的，是作

者对自我生活和情感状态的截取和呈现，但

同时它也是社会化的，这种碎片化的以手机

记录生活的方式，会让观众找到共鸣。

闫帅中的作品《陆地上的人（Land 

People） 》题目源于电影《海上钢琴师》。

与电影主角1900对应的便是“陆地上的人”，

他们“浪费太多时间问为什么，冬天恨不得

夏天赶紧来，夏天来了又担心冬天会降临，

所以人们不厌其烦地旅行。总在追寻一个四

季如夏却遥不可及的地方。”作者用干练、

利落的处理方式描绘了一群正在赶路的人，

他们身影匆忙，甚至看不清面部的表情，在

追寻着，仿佛不知道终点。

衡雪玲的作品《“十日谈”》文本来自

于 10 天中微博的热搜话题及评论，与薄伽

丘的《十日谈》并无太大联系。作者以纸本

文献的形式呈现网络时代的热点信息及其相

关讨论，以此引发对无效网络阅读的反思。

3. 对材料、技法、语言的研究、创新。

部分同学的作品体现了他们对材料、

语言的研究，如李吉亮的《恻隐》等、

王金博的《反作用力》、蔡佳航的《大花

园》等。还有一些同学的作品风格较为传

统，呈现了扎实的造型功底，如廖万彬的

《一九四二》、 敖建的《自然而生》、荆

竺欣的《林隐竹楼》等。

4. 对疫情主题的创作。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

社会的节奏，改变了大家的生活状态和学

习节奏，也由此引发了同学们对社会、生活、

生命更深刻的思考。青年艺术家们以亲身

经历和自我感受为出发点，作品或温情，

或理性。   

赵冠雄的作品《行囊》是一件具象写实

的陶瓷作品。作者用陶瓷制作了造型朴实的

行李箱和里面十分生活化的物件——煮熟的

鸡蛋、各种带壳的坚果、饼、煮熟的虾、衣

物等。这些物件承载了亲人们的关爱，尤其

是在疫情期间不能在一起互相陪伴的担忧和

牵挂。

李富周的作品《平息 · 秩序》则用抽象、

隐喻的手法叙述了他对抗击疫情的期望和信

念。作者将扁担、吊线锤、锥形的陶瓷等物

象赋予不同的意义，以此形成对抗击疫情过

程的叙述和成功的信心，以及对未来恢复平

息、秩序生活的期待。

刘华东的摄影作品《圈》是一件观念性

很强的作品。作品分为两个场景，在第一个

场景中，作者在草地上划定一个活动范围，

通过一些日常行为在环境中留下痕迹，形成

一个“圈”。在第二个场景中，作者没有确

切地划定活动范围，他扮演一个上班的工作

人员，但因身份和行为的限制，活动范围被

自然而然地限定了。《圈》的主题源于疫情

期间隔离生活所引发的作者对于个人空间和

社会关系的思考。

李康妮的作品《除尘 2020》是对疫情

期间武汉封城记忆的视觉化呈现。作者向

40 个和她一样疫情期间身处武汉的人征集

了他们在疫情期间穿得最多的一件或一套衣

物，然后对衣物进行除尘处理，将收集到的

衣服附着物装进小玻璃瓶封存，衣服在除尘

和干洗处理后放在真空袋中展出。展览结束

后衣物将被归还给主人，作者保留装着附着

物的小玻璃瓶。春节期间的全民居家隔离，

仿佛给整个社会按下了暂停键，对大多数人

来说，则是被限定在家中的日常生活的循环。

没有了外出和社交，换洗衣服的频率和周期

也被拉长了，那些每天被穿在身上的衣物就

成了隔离期间最亲密的见证者。这段或平淡

无聊，或恐慌焦虑的日子，附着在衣物上，

被收集在小玻璃瓶里，象征着 2020 关于疫

情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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