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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梅雨似乎从江南移到了北京，最近每晚入夜的雨水总让我以为回

家了。意外的熟悉感仿佛在提示，这里就是又一方故乡，新的心灵基地正在

形成。的确，大学是每一个毕业生的青春故土，精神家园。而毕业展就是美

院的孩子们再一次走出家门、踏上人生与艺术千里行的起点。中央美术学院

的“千里之行”毕业生优秀作品展，今年是第四次举办，这个新的传统已经

成为记录起点的年鉴。

无论学院如何划分、专业如何命名，这里的学生真正在做的，都是艺

术。即使他们的构思是为非常具体的实用目标服务，所谓设计的价值所在，

仍然是来自艺术的关怀和匠心。艺术需要想和做，好作品总是主题和语言的

巧妙综合：然而有人更长于发现有分量的主题，有人更善于发掘有意思的语

言，相对成熟的毕业创作则已经能够体现恰如其分的平衡。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制艺之道，发乎心手。

试探：艺术语言的寓言

如果严格按照字面的意思，戚亚红的油画系列《吾栖之肤》算得上真正

的心手合一。八件独幅人体油画，排成天主教堂式的空间布局：水平面的十

字形和竖直面的三联状，前者让人联想到欧洲大师的天顶画，后者更直观地

接近祭坛画。但是，每一幅的外轮廓又是非传统的椭圆形。其中七件男人体

形态相似：瑜伽动作使满幅的人体处在扭曲纠结的极限状态，肌肉紧绷、

血脉喷张，但他们是静态的——不仅仅因为是被画成了静态，而是瑜伽的

本意就是让人在极限动作中暂时静止。这些充满张力的身体，定格在如此

大尺幅的特写之中，形成巨大的视觉冲击，瞬间震动观者胸中同样是肉做

的那一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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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细看作品的手法，强烈的探索感

则叩响了观者脑中的思考之门。从近乎照相写实

般的细腻刻画，到神似大写意的虚化处理，居然

过渡得如此自然，构成并无内在冲突感的整体形

象，而且留白的画布就是单纯的身体直接落脚的

背景——可见作者对各种绘画造型语言的熟悉程

度和控制能力非同小可，体现出她对自己专业的

分析和理解；结合人体这一油画经典主题作为呈

现平台，作品的主题又远远不是停留在语言游戏

的层面，而是触向那些关于人之为人的根本问

题。位于十字架顶端的唯一一幅女人体，明显比

男人体画得更加厚实，也没有那么丰富的语言变

幻；由于人体动态的松弛，画面色调也不是另外

七幅那样鲜肉般的红艳。两性的区别由位置、动

态和数量共同体现，获得了由厚度而动态的对比

感。这种视觉感受竟与受到机体和文化共同作用

的性别差异之现实具有一致的结构关系，这是一

则视觉艺术对生存现实的寓言。更重要的是，寓

言的内容不是以传统绘画中语言的和谐一致来传

达，而是以利用不同语言间的矛盾冲突来构成新

的表达：这是由寓言内容——即作品主题所蕴含

的思考——的转变决定的。这很像是运用无调性

的音程关系，谱写出合调性的音乐无法表述或选

择性回避的真实生存经验。对于包含了笔法、色

彩关系、构图等造型手段，以及展览空间关系的

整体艺术语言来说，这种建立新语法的试探，则

可以称为语言之可能性的寓言。

相对于戚亚红寓言的现实主题，同为硕士的

刘小庸创作的《永无乡》就是以幻想为主题，作

者自己将其表述为“杜撰的童年”。这件作品由

几十件大小不等的圆形画面组成，都是近似插画

的风格描绘的幻想图画，有明确的叙事感。其中

一部分加装了半球形透视面板，造成鱼眼效果，

从独幅绘画来看，给超越现实的童话世界叠加一

层变形，仿佛变成了看得见的梦境。球面的反光

赋予色彩单纯而鲜艳的画面以神秘感，像基斯洛

夫斯基电影《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中，女主人

公透过透明弹力球看见的风景，看不真切却又那

么地吸引人。还有一幅“动画”，其实是用原画

制作的视频，在展览现场用投影机在一个空白的

圆形画布上放映。

虽然绘画的手法是装饰性、平面感的，作者

却巧妙利用光影和动静态的对比来丰富作品整体

的时空感，营造出一个具有虚拟的四维可感性的

“永无乡”。与戚亚红相仿，刘小庸也将作品的

展示环境纳入格局的经营，以观者的感官接受为

出发点，突破了表达幻想题材的传统造型语言，

借讲述成人心中的童话为名，暗中构建了另一个

艺术语言的寓言。

退后几步，不经意间会突然发现，这件作

品的圆形画框看似不规则地挂在墙上，其实像极

了一口气吹出的泡泡：飞在前面的比较大，后面

的比较小，但是更多。看来，越来越多的组合作

品正在提示：相比于独幅画面所能承载的图像意

义，艺术家们意识到，一系列相关图像可以构成

无限的空间形态，可以引发丰富得多又相对更为

开放的视觉感受。在这一点上，效果突出的还有

刘飞飞的《盛世末日——城市问题的解读》。每

一幅画面都是有限的，用黑白的平面化语言叙述

一个事故或一种状态，然而所有画面被拉索穿起

牵引、斜挂在展厅越层处近十米的挑高空间中，

突然就变成了另一回事：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碎

片，而是一场全体的运动，谁都无法逃脱，也不

可能独立决定自己的去向，但是宏观的运动却是

由每一个细部的骚动和选择决定的。图像实实在

在地模拟出了洪流或飓风的形态——观看这样的

作品，也需要观者调整思路，注意到作品整体的

寓言性远远大于局部。

前几件作品都突破了传统的绘画形态，比

如体量较大、采用非矩形构图、把展示空间也作

为用来创作的一个因素，难道绘画就必须走上这

条惊心动魄的路吗？未必，版画系本科毕业生李

雨祇的《梦十日》就是一套轻松简单的“小”作

品。乍一看，不过就是一套五十幅16开大小的黑白木刻版画，画面疏朗，线

刻造型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细节；再对照标题，这无非就是一个小姑娘喃喃自

语的白日梦嘛。但是，如果你注意到与印好的画面挂在一起展出的木刻原

板，就会立刻明白，需要停下来好好想一想。这些木板每一块都很小，只包

含一个形象，比如一棵树、一头熊、一座房子，但它是独立的——像活字印

刷一样，这些形象可以被作者任意组合、反复使用，构成各种各样的综合画

面。尽管这个思路一点都不难，实现所需要的技术也非常基本，却包涵了极

大的寓意。活字印刷虽然解放了印刷术，但因为印刷工人不是文字作品的创

作者，他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组合字模来进行写作的试验；不过，用同样形

式的方法，却可以使想要相同主题不断复现或变奏的版画艺术家获得自由。

重新细看这组版画，就会发现，在看似随意盖图章似的的画面之间，存

在微妙的呼应。单从形式上说，这有点赋格的感觉，鳞次栉比川流不息；但

形式就是内容，生活难道不是和梦境一样，反反复复总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情境？只是每次复现可能略有不同，而旧元素的新组合常常出其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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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突然出现，比如一朵落雨的云，每一滴雨水却是一颗眼睛。说到底，艺术

不就是生活的寓言吗？而寓言是一种综合的修辞，它的基本因素就是艺术语

言。当艺术作品开始试着诉说其语言自身的寓言，说明艺术的主题和手法都

在悄悄改变了。

所有的语言都是寓言。

反观：那些被刻意忽略的事实

为什么艺术会改变？

因为现实一直在变。佛语：“境由心生。”观念、视角、价值观的改

变，是物质现实发生改变的必要前提。有一些毕业生，就对心的改变格外敏

感，并且以他们同样灵敏的手，创造出充满启迪意味的艺术。首饰专业的吴

冕，以平等视角去看待首饰的工业化生产过程中筛选标准件与残次品的流

程。虽然作者开发新创作的起点是传统意义上“作废”的那些非标准件的形

态，但也并没有否定标准件，而是把它同样理解成生产工艺造就的“一次意

外”。在经历两轮“废件”制造后，吴冕将最后得到的随机结果制模铸造，

顺应其独一无二的形态，设计出佩戴性首饰，如胸针、肩饰和项圈。一开始

我注意到这件作品，是因为它的结果真的非常美，是一种精神力量充沛的活

物的美；当了解了制作思路和过程后，我旁若无人地脱口而出：“这不是找

到了机器中的人性么？”好的艺术是充满启发的，可以让观者瞬间成为诗

人。

如果说，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并且它已经获得了普遍接认同）

是，认为机器是反人性的，那么吴冕的艺术就是反过来看待这个成见：当机

器违反了机器的正确性时，它就是人性的。人性不是生来完美，而是意外造

就的独特。每一个人都是意外的结果，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如果能抛开歧视

的成见，以更开放也是更平等的视角来看待个体差异，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就

自我。那么，这件作品实际上的主题，应该是尊重。

既然说到了机器和工业生产，不妨就此继续联想。技术和工具的巨大改

变，拓展甚至几乎颠覆了“手”的定义。举例来说，在今天的影像制作技术

中，历史最长的摄影已经可算是最朴素的一种了；不过正是从它开始，人的

手艺极大地失效了，却也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摄影专业的高荣国，就借助相

机，捕捉到极富人文主义气息的人物肖像。他的作品《孪》系列，是十二对

年长的同性双胞胎兄弟或姐妹的侧面胸像照片。无论前景人物的姿态，还是

使用外景作为背景的方式，以及人物形象那古典素描般清晰的轮廓线、经微

喷输出强化了的坦培拉般细腻的肌理效果，都让人很容易想起文艺复兴时期

的意大利肖像画。不同的是，第一，高荣国的手法是摄影不是绘画；第二，

他的创作主题不是人文主义者所追寻的人之共性，而是在外表最为肖似的人

群中，寻找个体差异。由于性格、能力、机遇和种种偶然遭遇的差别，孪生

的两个人，在过完自己的大半生之后，也几乎没有什么一眼便能看出的相似

之处了——最极端的一组对比是，双生的兄弟中，有一位已经躺在了坟头

下。即使拥有极接近的基因，他们的人生还是属于各自，这一点在求同的文

化氛围中长期受到选择性忽视。作者敏锐地看到这个问题，并以精确控制相

机及图像输出技术的人工技艺，反用了忽视这一事实的典型艺术形态，不得

不说这组作品是相当高明而富于启示性的。这组照片尺幅很小，却含有强大

的内在力量，能够抓住观者，一同陷入反思。

同样使用影像手段来创作的另一件作品《缠》，也是用诉诸视觉的艺

术形式，来反思流行价值观中包含的危害。这种危害是以“正常”、“美

丽”、“性感”、“成功”等名义，否定身体的自然形态、摧残身体自在的

尊严，进而摧残心灵的自尊。作者陈霄翾走访了几位健在的缠足女性，以正

统肖像画的构图方式，端正地拍摄了这些老太太的脸庞和残疾的双脚，体现

出对她们人格的尊重。作者还以视频的形式拍摄了她们的自述，画面中，

年迈的老人慢慢解开裹脚布，费力弯下腰用手轻

轻地洗着脚。虽然脚的特写照片与脸部照片一样

大，但是作者用白纱布缠在脚的照片上，可能是

试图象征性地抚慰那恐怖的人为毁伤、减轻畸形

的人体可能给观者带来的不适，并且维护这些老

人的尊严——不要让私人创伤毫无遮拦地呈现在

所有人眼前。在流行缠足的时代，大部分人不敢

也意识不到这是一种邪恶的行为，也就是说，它

的邪恶是被当时流行的价值观刻意隐藏起来的。

现在，大部分人应该不会再看不见缠足的恶，然

而却不一定能看清现在流行的邪恶行为，比如，

简直完全等同于缠足的那些破坏健康人身体形态

的整形手术。作者写道：“今天的我们看她们，

我们的后代看我们；我们终将会成为历史，我们

也终将会被人仔细看。”这种反观主流现象的精

神和能力是值得敬佩的，也是它们促成了这些艺

术作品的美学意义。

畅想：现在时的未来

善于反观现实的艺术家不一定悲观，但愿意

畅想未来的艺术家常常是乐观的。刘禹的《通用

美工刀设计——寻找左右手的平衡》，就具有一

定的超前意识。现在产品设计行业的主流趋势，

仍然是以多数人而不是所有人为对象，按照他们

的需求和自身特点来设计产品。但是，制造业和

商业再注重经济效益，也应当是以人为本而不能

以钱为本；尤其在各种反歧视思想获得越来越多

人认同的现在，必须也为少数者设计，是未来的

大势所趋。最具有未来性的是，刘禹的匠心是寻

找兼顾多数与少数需求的通用形态，这种思路一

举解决了少数与多数的矛盾，不仅节约了专门针

对少数者的研发成本，还通过扩展消费人群降低

了整体的研发成本。

如果说一把美工刀是一个小设计，建筑专

业的毕业生处理的就都是大项目了。闫光远的

《“城市孤岛”未来如何更新？》便很有趣，正

因为这个项目是针对北京目前特定的一块基地而

做，才显出具体入微的未来感。闫光远的工作室

课题是“北京制造”，要求是寻找感兴趣的都市

问题与出发点。他找到了东郊市场、深沟村一带

的一片老城区，这块土地在当下快速城市化的进

程中几乎被丢弃，成为新兴都市圈内的一个孤

岛。其实，这种孤岛在我国大城市中属于非常典

型的阶段性现象，而这位建筑师提出的解决“出

发点”则非常具有可参考性。他提出“城市触

媒”的概念作为设计主题，整个触媒分为功能、

绿化和交通三类空间，有机地连通新城区与孤

岛，同时传输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种信息和资源。

这完全突破了传统的“交通先行”或任一经济因

素单独先行发展的城市规划思路。在他的方案图

和模型中，可以看到几何级数提高的传输效率；

这是一个现在时态的虚拟未来，仿佛已经触手可

及。为什么他的设计思路能够如此显著地超越传

统思路？因为他是美院的毕业生，首先是艺术的

孩子，是个艺术家。这样的建筑师会很自觉地以

人的需求为出发点，而不是机械地考虑某一种因

素的短期发展需求。城市，其实是个文化意义上

的有机体，它就像人一样，不可以简单地使用数

学逻辑进行分析；因为，构成一个城市的因素太

多，每一项相对于其他项都是变量，变量太多的

情况下，逻辑运算是无法结束的，也就是说，永

远无解。对待有机体，只有应用近似培养的方

式，才能获得良性的结果；而且，其中生长出来

的东西常常是意外的，无法确切预估。而这，就

是包括艺术在内的所有人文学科存在的意义。

像建筑师一样需要用到各种绘图软件的设

计师綦娅明，则发现软件代表的虚拟世界正在

以它的规则悄悄影响作为使用主体的人，换言

之，人的主体性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沿

处，已经不再是确切坚实的，而是开始变得柔软

模糊。她用手工制作了一个完全模仿绘图软件

Illustrator视窗界面的工作台，包括所有的常用菜

单、文件夹、工具选项，她都一一做出具有实际

功能的“真实版”。然后，她自己在这个工作

台上，以软件设定好的操作路径和绘图方式，

完成了一幅图稿。她以静态图片的形式拍摄记

录下这一过程，并制作成定格动画《逆袭——

Illustrator0.0.0》。她对“逆袭”的解释是：“将

虚拟世界的逻辑规则用进现实世界，扭曲事实，

偷换概念，使现实世界的构造方式发生改变，最

终达到占领现实，重塑现实的目的。”这不是关

于人工智能反攻人类的科幻故事，她指的是，

人作为能动的主体，有意识地逆向应用从虚拟

世界学来的规则，从而改变现实世界。在她的

艺术中，人没有失掉主体性；在艺术家对未来

的畅想中，作为手之延伸的高级形态，人工智

能不会生成新的主体性，威胁到一直在决定着

“手”的人心。相比于科学家，艺术家还真是

十足的乐天派。

刚刚过去的6月23日，是计算机与人工智能

之父艾伦ô图灵的百年诞辰。目前还没有人敢断

言，人工智能究竟会对人产生怎样的影响，纯逻

辑的路依然无解。然而现实中，人类并未发生心

灵枯竭的危机，人的创造力和感知力随着人工智

能的发展也在不断生长。是谁在源源不断地赋予

心灵以生机？如果这不是上帝而是一种人，那只

能是艺术家。

为什么？

因为艺术家是养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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