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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Topics
话题

艺术不是实验
——“时代质感”四川美术学院作品展

Art Is Not Experiment

王春辰  Wang Chunchen

摘要：“时代质感”展览让人震撼。川美取

得的成就，与其学院教育传统密不可分，但在当

代全球性艺术教育的转型中，学院教育的转型，

也在发生变化，期待川美直面挑战，培养新时代

的新艺术家。

关键词：学院教育，艺术，实验

摘要：开放和包容，是川美艺术精神的核心。而重

庆的文化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独特的巴蜀文化，丰富的

现实题材，共同造就了今天的川美。

关键词：平等，自由，地理位置，巴蜀文化

Abstract: “Texture of Time” is amazing. The achievement that SCFAI has mad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 of academy education. Howev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art educ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y education also 

experiences changes. SCFAI is expected to face the challenge and cultivate new artist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academy education, art, experiment

Abstract: Openness and tolerance are core of SCFAI spirit. The special cultural 

and geographic location, unique Bashu culture, abundant materials from the reality 

constitute SCFAI.

Keywords: equal, free, geographic location, Bashu culture

看过川美的展览，第一是感动、震撼，

同时也回想起历史，包括罗中立《父亲》这

样的作品，在中国是有史可鉴，历史地位是

毫无疑问的。这样一个整体性展示川美创

作的展览，不仅仅限于梳理历史，也不仅仅

限于展示成就，我想通过批评家们的发言，

通过这样的举措，让展览的学术意义更加深

化，我和川美有很多联系，甚至也受聘在川

美从事教学工作，我对川美有非常深的感

情，也有非常深的希望。

今天中国艺术教育已经到了转型时

代，我们不能仅仅限于艺术来谈艺术，对

艺术史是这样，艺术教育也是这样，因为

今天的艺术教育面对整个全球化的变化，

我们不仅仅培养国油版雕这样的艺术家，

而是着眼于更大的层面上。我们教育板块

里学设计、建筑及其他类型的学生远远多

于国油版雕，这个基础上，我们作为从事

教育的老师和主持学校教育的领导，思路

肯定不能仅仅限于这样，否则我们对不起

那些家长，我们对不起未来，肯定要错过

未来的机会。全球艺术教育都在转型，我

们今天如果不抓住这个契机，以后只能在

后面追赶，在今天没有地方、没有中心，

你做的任何事情超越于时代就是中心。这

一点上川美大可放下，因为交通便利、信

息便利，哪有隔阂和地理的限制呢？在这

个意义上，川美，既然有了这样敢为天下

先的开放的气魄，为什么不在新的艺术、

新媒介上大做文章？艺术不是实验，我

们不要再讲实验了，讲实验艺术，我们把

思路跳到哪个时代去了？艺术怎么是实验

呢？在今天，艺术是新的知识。现代艺术

经过几代人，多少学者和艺术家的努力已

经是明确的，任何材料都已经成定论。我

们看的展览叫作实验艺术，但并不一定是

实验，我们并不应该用实验套着我们的思

维，以为把材料转换就叫实验，恰恰误导

了学生。这么多年来，我们比较我们的创

作，在新技术方面，比如把科学引入，科

学不是简单的对象，恰恰是今天这个时代

需要的东西，我们需要培养一代新的艺术

家，新的结合不同学科的人，而不是单一

的，这是我们的责任。当然成为艺术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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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淳  Liu Chun

众所周知，一部艺术史，是由人物、作

品和事件所构成的。而每一个不同的时代又

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1949年

以后，四川美院在20世纪的中国艺术史上出

现过两次重要而有影响的事件：一是1965年

的现代大型泥塑《收租院》，这件由七组群

像组成的作品是由四川美院部分老师带领学

生完成的；写实风格和泥土材料的运用颇为

恰当，中西雕塑技巧和语言的融合也达到一

种和谐统一。成为20世纪中国雕塑史上一件

不可忽视的经典作品。二是改革开放初期的

“伤痕美术”和“乡土绘画”，这两种具有

前瞻性、先锋性和批判性的艺术思潮，很快

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改革开放初

期的中国美术创作发生重大转折。从而开启

了自1949年以来全新的一页。

我个人觉得，四川美术学院有一个非常

特殊的现象，就是师生平等和创作自由，在

过去几十年中成为川美在教学和创作上的一

个核心，也是价值观上和学术水准的一个核

心。如果没有当时的师生平等和创作自由，

如果没有教师在教学和创作上的宽松与包容

的态度，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批作品很可能被

挤压在襁褓中，很可能会流产。所以我经常

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像罗中立的《父亲》、

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雪》、高晓华的

《为什么》、王川的《再见吧，小路》、何

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和庞茂琨的《苹果

熟了》等作品，如果当时这种萌芽出现在其

他艺术院校，会是怎样的结果？！我想说的

是，川美内部的开放、宽松与包容，与当时

中国社会的进步洪流构成一个整体，构成一

个前进的动力。才使这样一批作品和一批年

轻的艺术家在改革开放格局中得以成长和

壮大。

一个展览，最本质的东西是作品，我

们看得出，这次的展览在庞茂琨院长的带领

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全面展示出

川美在1949年之后在教学和创作上的成果。

真正体现出时代的质感。展览梳理了八个部

分，从展陈关系上说，梳理得很好，把握得

精准而到位。但我个人看来，八个部分之间

的上下文关系和不同语境间的链接还有点模

糊，如果再清晰一些会更好。就像吕澎博士

说的，从艺术的内部和外部，缺少一个呈现

四川美术学院整体面貌连贯性的链条。

我觉得川美所取得的成就，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重庆这座城市的

特殊性。很多人说重庆封闭、保守、观念陈

旧，我坚决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和认识。从地

理的意义上说，重庆是真正的巴山蜀水，地

理位置险要。唐代诗人李白的《蜀道难》，

原句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意思是

四川一带的山路，非常地难以攀爬，走这样

的道路，比上天还难。李白所描述的，其实

就在重庆这一代。尽管重庆地理位置险恶。

但它是一座在文化上多元而开放的城市，也

是一座包容的城市。重庆是历史文化名城，

在3000余年历史中创造了个性鲜明的巴渝

文化。四川美院的成长与壮大，也得益于重

庆厚重的历史和现代文明的步伐，所有这一

切，都构成了对川美的滋养。

今天这个展览，其实也是川美的成长

史，我们看到从1949年之后一代又一代人走

进川美又走出川美。而川美在经历了半个多

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成为中国美术教育最重要的基地。此时正值

川美最好的年岁与时光，希望在庞茂琨院长

的带领下，挺括，壮美。

领中国或者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当代艺术

的一大批人是我们的历史，我们今天面向

的是未来，那么多学生考川美，我们有

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