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样的学院创作面貌——何桂彦访谈
Diverse Styles of Academy Creation—Interview with He Gui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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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各大艺术院校教学方式逐渐同化、趋同的

背景下，青年艺术的作品面貌有着多样化的呈现，青年

艺术家们对社会、时代有着自己的观察角度，对创作方

式也有着个人化的选择。如何在跨学科的背景下为青年

艺术家们提供更有力的学术支持，开拓他们更多的可能

性，是当下学院教育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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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adual assimilation and convergence 

of teaching methods in major art academies, the works of youth art have a variety 

of presentation forms, and young artists have their own observing angles and 

personalized choices for the creative method as well. How to provide more powerful 

academic support for young artists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ntext and inspire their 

potential is the problem that college education needs to face and think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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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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说作品体现出了趋

同性？

何桂彦（以下简称“何”）：我觉得基

本上现在很难通过作品来判断艺术家来自哪

所学校、哪个系科，但至少可以看出他的学

科背景。2019年罗中立奖学金的入选作品

中，大部分作品都不是由单一的媒介进行创

作的，呈现出了跨媒介的特点，其中影像作

品居多。从作品来观察艺术家的创作方法，

可以感觉到很多艺术家有跨学科的知识储

备，我觉得这样反应出了当下高等美术教育

的开放状态。

当：现在很多作品不仅是各艺术门类的

融合，与科技的结合也更加紧密。美术学院

该如何增强科技方面知识的培养？

何：2019年罗中立奖学金的入选作品

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有些作品具有强大的跨

学科知识作为支撑，与传统的美术学院依靠

技巧、风格、媒介的表达完全拉开了差异。

这些作品中，宋丽君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

态》涉及有关植物生态的生物学知识；雷韵

冰的获奖作品《畸器时代》与传统意义上的

雕塑语言表达有些不一样，这件作品融汇了

过程、机械，并注入了时间；杨璞赖睿的新

媒体获奖作品《P 你好》，用到了虚拟现实

和一些动画、新媒体的语言方法，同时加入

了一些舞蹈元素，让舞蹈和观看成为作品表

达的一部分。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既有的

学科建构给艺术家们提供了创作的大框架，

注入其他元素和知识体系以后，作品的表

达变得更加丰富了。艺术家们在思考和表

达 艺 术 的 时 候 ， 更 加 寻 求 一 些 新 的 可 能

性，我觉得这是当下的青年艺术给我们最

深刻的印象。

当：青年艺术家们面临的创作选择更

加丰富——发达的资讯使他们更早地接触到

了不同的创作方式与作品媒介，在这样的背

景下，传统架上绘画和雕塑的作品更加显现

了青年艺术家对艺术语言与本体的坚持与探

索。您觉得在这方面青年艺术家们的探索有

何特征？

何：以罗中立奖学金为例，2019年的

架上绘画作品比重稍有下降，但作品比较纯

粹，更多的是对绘画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

方法的思考。最基本特征是非常注重媒介

性，强调制作。还有一部分作品，有很强的

观念性色彩。这一届的绘画作品，我们没有

看到图像的、叙事性的，相反媒介和实验性

的作品占比重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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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我觉得这不能被称为新的发展方

向，每个时代的艺术家，都有那个时代的艺

术和属于那个时代的表达方式。宏观来说，

今天不管是深层空间，还是我们接收的信

息、生活方式，都变得多元化了，我们的生

活状态也越来越信息化、碎片化。我们没

有理由说艺术家的创作题材一定要宏大叙

事——宏大叙事背后表达的是生活，是现

实；反过来讲微观、个人的创作主题也可以

从一个层面反映宏大叙事的背景。所以我觉

得，宏大叙事也好，个人的微观出发也好，

重要的不是叙述方法的差异，而是一定要带

着艺术家的情感和对问题思考、对现实的关

注。只要有感情，有现实的浓度和对社会的

把握，作品一定不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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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罗中立奖学金作为学术品牌，历

经多年，一方面它是非盈利性的，不会因

为经费、商业目标、商业的利益改变自己的

性质。第二，它为青年艺术家提供了学术平

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得到了

很多初评评委、中评评委，这些行业中资深

的前辈的支持和关注。第三，罗奖相比国内

很多奖学金来说更注重前瞻性，强调艺术家

的探索和个人化的叙述，这些综合性的因

素，让罗中立奖学金走到现在，还有那么多

青年的学者，青年学生愿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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