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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年艺术评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中国学院教育的发展进程，20年间，从对技术的重

视与培养，逐渐转向思维与方法的训练，学院教育越

来越重视对时代、问题的聚焦和关注。通过这样的训

练，培养学生独立的工作、创作方法。这样的教育变

革，也逐渐由青年艺术家们的作品显现了出来。

关键词：学院教育，跨学科，方法

Abstract: The youth art selection activities have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college educ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in the past 20 years, from the 

emphasis on technology and training, gradually to the training of thinking and methods, 

college education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times and problems. Through this 

kind of training, students are cultivated to work independently and create methods. Such 

educational changes have also gradually emerged from the works of young ar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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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中国当代的青年艺术家大多是专业美术院校

出身。目前国内各大美术院校的教学体系日

益完善且发展出了各自的方向与特点，您觉

得不同院校的教学特质在青年艺术家们的作

品中有何体现？

范勃（以下简称“范”）：以罗中立奖

学金为例，从2006年重新启动后，每年一

届，已经举办13届了。如果我们持续关注

罗中立奖学金的获奖作品，就会发现它们集

中体现了整个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发展的进

程，从21世纪初到进入第二个十年，这些艺

术作品无论内容或材料已大为不同。

谈论全国高等院校教育的不同特色，

不可忽略的一点即是在千禧年后所共同面

对的全球化挑战。过去我们的学院科系设置

按媒介划分，教学上注重技术方面的培养和

训练，引导学校反思技艺与观念，也就是所

谓的“技与思”的关系。技艺、技术本身在

“技与思”的关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它不

仅仅涉及到创作的表达能力，也涉及到艺术

本身的历史发展；“思”包括思考、思辨、

思想，这一点在国内的学院教学中是共通

的。而后，学院教育又转向观点的嬗变、语

言的转换，这实际上体现了对问题与方法的

重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我们的美

术学院教学越来越关注如何聚焦时代、重审

当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进行语言的转

换，形成自身的工作方法、工作状态是作为

一个紧贴时代的思考者所必要学习的。

当：前几年的青年艺术作品，主题普遍

与个人经验和内心情绪有关，有人认为缺乏

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是青年艺术的一

个短板。本届罗中立奖学金的入选作品中，

出现了关注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作品，这是

否体现了青年艺术的成长与新的发展方向？

范：现在国内的高等美术学院教育的

整体变革还处在静水深流下，但也浮现了渐

变式的革新。尤其是观念方面的训练，如何

直面社会，聚焦社会和当下的现实的问题与

方法，从而建构个人的知识系统——系统的

建构是很重要的。现在的美术教育不局限于

某一种画种或系科，而是呈现出了跨学科、

跨媒介的态势，这是高等美术教育的巨大变

革。作为艺术家，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工作

方法？前提是有自己的工作系统，这也是目

前我们的美术高等教育正在解决的问题。当

我们面向全球，以国际化的视野回看自身的

高等美术教育时，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劣势

是什么？只有明确了自身所在，教育才能真

正往智性的、未来化的方向发展。

当：经过近几年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艺术院校对实验艺术和跨媒介创作的培养愈

发成熟。目前青年艺术的影像、装置作品，

出现了哪些新的倾向？跨媒介作品艺术与科

技相结合的作品，对于传统美院来说科技方

面是一个短板，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技术和教

学。您觉得现在跨学科的大环境下，美术院

校教育在技术方面应该怎么弥补？

范：以广州美院为例。我在广州美术学

院担任系主任时，设立了“艺术理论与创作

实践”的项目课题。两年内我们邀请了50位

老师，包括策展人、艺术史学者为学生教授

关于创作方法论的系列课程，增强他们的理

论和文化批评素养。我觉得让学生建构自己

的知识系统是首要的目标，不管以何种媒介

进行创作，都必须有自己的知识系统，才能

形成自己基本的表达基础，从而形成个人的

创作方法。

当：青年艺术家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

群体与后备力量，奖学金制度与青年艺术

评奖是推动、激励青年艺术创作的有效助

力。您觉得除了经济方面的奖励，此类活

动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给予青年艺术家们有

效的支持？

范：我觉得其实对于青年艺术家来说，

在他们创作生涯刚刚起步的关键节点上，经

济方面的鼓励是不可缺失的，但亦不可忽略

对青年艺术家们专业性和学术性上的支持。

比如面向各个高校应届毕业生的罗中立奖学

金，基于它自身的学术性，它对于青年艺术

家的认可和支持，即远超经济鼓励，它亦包

含着学术的任何与支持。现在许多青年艺术

评奖项目已经成为青年艺术家走向国际舞台

的重要平台，亦是此类活动对他们职业发展

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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