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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來,本院創作捷報頻傳。

在政府舉辦的大型展覽中，八届全國美展上唐允明的〈紅嶺》一枝獨秀， 

雖因衆所周知的原因金獎的評定遭流産，但日中會館大獎却是獨一無二的 

得主。全國五届三版展中康寧、李蘭、何更生分别獲金銀銅獎,今年為紀念反 

法西斯勝利五十周年全國中國畫邀請展中張春新獲三等獎，四川省同一主 

題的綜合性美展中本院一舉奪得一等獎四個、二等獎十個。此外，今年兩度 

的中國藝術博覽會上不僅有陳恩深、周宗凱、黄越、孟濤、周曉波等五位畫家 

獲獎,而且十多人的四川美院畫家群成了衆人注目的集體明星。在國際藝術 

大展中去年吴松一人拿下三個大獎，張曉剛去年應邀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今 

年又應邀參加聖保羅雙年展并獲銅獎，（這是國際公認的幾個藝術展中首次 

頒發給中國藝術家）。至于近些年來各個方面風起雲涌的大獎賽中的獲獎作 

品,就難于一一羅列，僅憑這不全的清單已足見蔚為壯觀了。是的，我們確實 

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尤其對于畫家個體的成就更不能低估。然而頭腦清醒的 

人們又會看到，本院總體的創作狀况存在着兩個重大的差距：一是與我們所 

樂道的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風光相比，與某些幾年來長足發展的兄 

弟院校相比，我們的相對位置顯然下滑；二是與本院專業教師隊伍的實力與 

潜力相比,其發揮程度遠遠不够，這兩大嚴重的差距同樣是不能低估的。

形成這種狀况的原因顯然是多方面的：

其一，本院缺乏濃厚的學術空氣，缺乏研究學術關注學術的總體氛圍。 

本院至今尚無一個具有權威性的、組織領導廣泛學術活動的學術委員會，也 

未能提供倡導學術争鳴的園地，有關創作思想和創作實踐中的重要問題得 

不到恒常性的交流與論争，至使不少教師斗室中的工作缺乏大文化背景的 

宏觀參照，表現出藝術家自身精神狀態的平庸化，在這方面本人因分管學院 

創作科研，自有勿庸推卸的責任。

其二，商品大潮的冲擊使我們許多人都出現不同程度不同形態的失 

重。當然，存在决定意識,面對當今的社會存在，誰也没有必要做首陽山上不 

食周粟的伯夷叔齊，人們不免以一定的時間和精力用于生計的開拓，但對藝 

術上高境界的追求則是作為藝術家的生命所在。商業性作品的發酵膨脹剥 

奪了一些很有才華的藝術家幾乎全部可以用于藝術的時間。

其三，由于前一原因派生出的作品産生的過程與方式的變化，致使絶難 

産生極富精神内涵深度與藝術處理上極具推敲的作品。批量生産的畫廊作 

品和高密度成交與快節奏完成的業務項目使藝術家不可能、漸漸也就不習 

慣在一件作品上數易其稿、反復設想方案并從不同的處理辦法中擇優録取， 

于是藝術處理往往至多流于制作上的表面完善，甚至某些大型作品中本應 

屬于藝術家自身勞動的部分也為工匠所代替，如此等等，一件作品來得太易 

就難于産生力作的奇迹。

當我們面對存放在榮譽堂中的花環與獎牌時，當我們談論着什么時候 

到某個權威性的地方舉辦大展籍以張揚時，我們必須清楚地審視自己—— 

我院現時的學術狀况。正如人的身體不怕有病,而怕有病而不自知或無有效 

的治療，以至暗疾漸為沉病。然而我院的事歸根到底靠我們本院的人去做 

好。願我們大家在共談的基礎上同心協力改變現狀，願我們在黨的改革開放 

路綫和文藝方針指引下,造就新一輪的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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