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何桂彦是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

现任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是“川美：‘新绘画’的

一代”展览的项目策划。本次访谈从“新绘画”展览出发，

就“新绘画”展览的缘起、“新绘画”与川美、“新绘画”

展览的学术意义与价值进行对话，进而探讨了四川美术学

院美术馆的展览策略、机制以及美术馆的年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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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 Guiyan is th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SCFAI), the current curator of the Art Museum of SCFAI, and the 

project planner of the exhibition of The Generation of “New Painting” in SCFAI. This 

interview started from the exhibition of “New Painting”, the inspiration of this exhibi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New Painting” and SCFAI, to academic significance and values of 

this exhibition, and then explored exhibition strategy and mechanism of the Art Museum 

of SCFAI and its annual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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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昆绩（以下简称“李”）：四川美术

学院美术馆组织这次“新绘画”展览的契机

是什么？

何桂彦（以下简称“何”）：“新绘画”

展览的契机是沿着 2020 年川美“八十周年

校庆”的脉络，对过去一些重要的艺术现象、

代表性个案、历史文脉等进行研究、梳理。

李：您认为本次“新绘画”展览与四川

美术学院有怎样的联系，他们在四川美术学

院学脉发展的历史线索中有什么样的价值？

何：就四川美院的创作谱系与发展线索

来说，“新绘画”主要指更年轻一代艺术家

的崛起及其新的艺术追求。他们这代成长于

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期，是继“伤

痕”美术、“乡土绘画”之后的一代。实际上，

这代艺术家中如忻海洲、郭伟、沈小彤、何森、

赵能智等，他们在 1986 年到 1989 年期间

的创作已呈现出新的倾向：他们画身边的同

学、朋友，关心“近距离”的现实，更贴近

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先前四川美院的绘画强

调对历史、对政治、对社会、对宏大叙事的

关注不同，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内心诉求和表

达多是私密化的、个人视角的、肉身焦虑的。

李：川美“新绘画”这一代，放置在艺

术史的上下文关系中，他们又扮演者什么样

的角色？

何：就四川美院的创作来说，他们是

承前启后的一代。首先，他们的成长得益于

20世纪 80年代开放、活跃的教学与创作氛

围。比如，1986 年，为了更好地实现“以

创作带动教学”的理念，院长叶毓山先生积

极支持学生举行“自选作品展”。“自选展”

共举办了三次，有数百位同学参加。1988

年的“六人画展”“十二月画展”作为自选

展的特别展览出现，而川美这一代年轻艺术

家正是在这一系列展览中历练，获得了宝贵

的展览经验。同时，受到“新潮美术”的影

响，四川美院的当代艺术创作因为有张晓刚

等老师的带领，也对这代艺术家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就这一代的绘画来说，他们放弃了

“新潮美术”的崇高与宏大叙事，使作品直

接切入当代的都市生活与消费语境，呈现出

更为个体化和生活化的精神状态。在作品的

情感表现上，他们更重视对近距离现实生活

的表现，偏重于内心独白式的心理叙事和对

一种潜在伤害情绪的表达。同时，他们纯化

语言，研究图式，既强调图像与现实的关联，

也注重作品的观念表达。就当代绘画的整体

发展来说，川美这代艺术家的作品也能从一

个侧面反映整个中国当代绘画在 20世纪 90

年代的一些转变，也就是从宏大叙事向微观

叙事的转变，艺术叙事向图像叙事的转变。

更重要的是，这代艺术家的创作也能体现中

国 1992 年以后的社会转型，特别是在消费

社会的背景和都市化的语境当中思想、观念、

审美所发生的剧变。

李：历史的语境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今

天重提“新绘画”，做这样的学术梳理又有

什么样的意义？

何：有必然说明的是，川美“新绘画”

的一代，主要考虑的是四川美院当代绘画所

形成的传统、谱系与发展脉络。因此，川美

的“新绘画”与 2010 年以来美术界所说的

“新绘画”不是同一回事。这个展览的意义

就在于这代人，及其绘画创作所呈现出的不

可替代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个案，因为，“新潮美术”以来，

可能只有在四川美术学院才出现了这么一个

庞大的青年艺术群体，完全是一代人的崛起，

并且，他们的绘画不仅有代表性的个人风格，

而且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当代绘画 20

世纪 90年代的转向，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李：在“新绘画”这个展览举办的同时，

四川美院美术馆同时开展的还有刘艺斯先生

的回顾展、“2020 罗中立奖学金”，这三

个展览的立足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可否谈一

下基于什么样的原因组织了这三个不同的展

览？

何：2021 年美术馆展览策划的一条主

线，是围绕四川美院80年的创作成果展开。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梳理，对代表性个案的

研究，目的是呈现四川美院的文脉和历史。

这也是推出刘艺斯先生展览的意义所在。“新

绘画”展览既有回顾的成分，同时也有前瞻

性的思考，那就是，中国当代绘画经历了

四十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在当下，它所面对

的新的问题与挑战是什么？川美“新绘画”

的这代艺术家，他们是重要的见证者、参与

者、推动者，但是，面对今天的当代艺术现

场，他们是否同样面对着新的挑战？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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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美美术馆每年都会推出一系列关于青年艺

术家的展览，已经形成品牌性、影响力的展

览，包括“罗中立奖学金”“青年艺术驻留

计划展”。这些展览侧重的是青年艺术现象，

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如果从展览结构上看，

它们包含了三个维度：传统、当下、未来，

虽然各有侧重，但又有一种整体性。

李：从三个展览中，逐渐清晰了四川美

术学院美术馆办展的学术立场，我们看到近

年美术馆的学术面貌逐渐在完善，可否谈一

下美术馆学术定位以及展览机制是遵循着怎

样的原则和定位？

何：2019 年以来，美术馆在制度上做

了一些完善，首先成立了学术委员会，然后

推出策展人制度。美术馆年度的展览、研讨

会、系列讲座等学术活动需要学术委员会通

过，尤其是展览方面，要严格把关。今天，

美术馆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辅”单

位，它已成为艺术知识生产的重要场域，对

于一个学院来说，是展示、推动、学术交流

的一个重要平台。推出策展人制度，就是强

调展览的学术性与问题意识。当然，川美美

术馆的重要职责是为学院服务，为学科建设

服务；同时，推动地方和城市的艺术文化生

态和公共美育。就展览结构来说，我们希望

是“三三制”：三分之一的展览为了学科发

展，加强与二级学院的合作，推动“双一流”

建设；三分之一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场；

最后的三分之一是国际视野，促进四川美院

跟国外的艺术学院、艺术家、艺术机构的对

话和交流。

李：重庆当代美术馆在 2021 年 4月有

三场展览开幕，能否介绍一下他们的展览特

色和学术亮点？

何：重庆当代美术馆这三个展览，同样

也有结构上的考虑。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

在这个大的氛围下，我们推出了“庆丰收——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农业宣传画、

是为学科服务，为四川美院的艺术创作和学

术推动做出贡献。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希

望老校区美术馆有三个学术方向。首先是侧

重区域美术的研究与推动。黄桷坪老校区有

很深的历史积淀，有丰富的文脉，同时，依

托九龙半岛的打造，因此，美术馆希望在川

美文脉、区域美术、社区艺术、公共艺术等

方面做出推动。第二个方面，老校区美术馆

的名字又叫“重庆当代美术馆”，所以，自

然要加强对当代艺术现场的关注。第三，与

新校区美术馆一样，重庆当代美术馆也会在

公共教育、公共美育方面加大投入，推出大

量的活动，更好地为重庆市民服务。

李：基于您对美术馆的全新学术规划，

在今年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展览和学术活

动？

何：今年下半年美术馆会独立策划几个

专题研究展和双个展。首先是在建党一百周

年的背景下继续推出的专题展。第二个方向

是川美文脉的梳理与研究，下半年是冯星平

先生的回顾展。第三个方向是推出系列当代

艺术家双个展。比较大型的展览还包括“星

汉灿烂——1936-1945 重庆现代艺术大

展”。这个展览以20世纪的重庆美术研究、

区域美术研究为出发点，会着重探讨重庆在

现代艺术时期、新中国艺术教育方面的成就

与贡献。

年画展”。以这个展览为契机，我们希望今

后加强新中国美术史方面的研究，再下来，

逐渐拓展到20世纪的中国现当代美术研究。

“词与物——中国当代艺术中个体叙事”是

川美美术馆的一个收藏展，也是一个专题研

究展。另一个展览是“第四届今日文献展”，

这是与今日美术馆合作的。这个展览强调国

际性的艺术与文化视野，通过艺术家的作品，

反映今天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背景下，特

别是在一个新的历史和转型时期，人们所普

遍面对的一些文化问题、社会问题、艺术问

题。这三个展览体现了对历史、当下、未来

的关注与思考，在艺术形式与作品面貌上因

为有较大的时间跨度，所以会相互映衬，有

很强的视觉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李：重庆当代美术馆的学术定位如何与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拉开距离，您有什么设

定？

何：川美新校区的美术馆最主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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