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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是四川美院当代艺术创作，尤其是油画创作

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在价值取向、艺术观念、创作形式等方面呈

现出多元化的探索和发展形势。重庆位于中国西南腹地，地势绵延

多山、江河交错，冬季阴冷多雾、夏季酷热潮湿。虽前为计划单列

城市，后荣升直辖市行列，但小农经济与重工业生产两极性严重，

其发展一直相对滞后，信息闭塞，交流缺乏。在这种先天条件下，

产生“乡土绘画”和“伤痕绘画”乃在情理之中，但新千年的到来

却为四川美院师生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深深的焦虑和巨大的挑战。这

种焦虑继而又转变为艺术思考和创作实践的潜动力。也许这一时期

四川美院出现的艺术现象和作品未必都令人满意，但不可否认的

是，正是在寻找新道路的焦虑和创作推进的喜悦中，活跃的氛围和

多元的取向让人倍感欣喜。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中国加入WTO

等重要事件使得全球化在中国的进程大大加速，也使得重庆本地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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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有了越来越多的直接参照系，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码

头城市的文脉与地域文化如何应对席卷而来的全球化？自成一统的

本土艺术如何应对全国乃至全球当代艺术创作纷繁复杂的更迭？四

川美院的艺术家尤其是年轻艺术家和学生对此作出了比较积极的反

应，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多元化创作走向。

首先是实验性艺术的兴起。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四川

美院的油画创作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但 '85新潮美术运动中带有

前卫性的创作却一直未能在四川美院油画创作群体中居于核心地

位。90年代末21世纪初，这种局面被打破。学院及油画系引进了大

量国内外当代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来川美讲座和短期授课，使

得实验性创作的氛围非常浓厚。1999年又完善了以当代艺术为主

要教学和创作方向的第三工作室，郭晋和钟飙等青年教师主持具体

教学工作，带有强烈实验色彩的非架上艺术开始在四川美院油画系

的教学和学生创作中不断出现。同期岛子主持美术学系工作，倡导

美术学系师生深入研究现当代艺术，鼓励学生与油画系同学交流学

习经验，共同工作。多种原因导致该时期四川美院实验性的当代艺

术创作呈现出极其活跃的趋势。在2003年举办的“实验性的艺术教

育”等一系列展览中，相应的探索性作品得到了充分的呈现，与此

同时，以油画系在校生为主体年轻艺术家还常常自发的组织小型艺

术创作、展览活动和交流活动，推进了实验教学和创作的发展。这

在当时全国实验性艺术普遍疲软的大语境中，可谓独树一帜而充满

希望。李姝睿、郭鸿蔚、陈蔚等当时青年学生的创作颇具代表性。

实验性艺术的兴起是90年末21世纪初四川美院油画系教学和创

作的重要生长点，这种“井喷”式的现象至少延续到2005年。从总

体上看，虽然气氛热烈，创作踊跃，而且大多数作品都有着比较积

极的思考，并主动向国际化的创作观念和形式靠近。但是，一种急

切地希望摆脱本地艺术传统和创作模式，从而走向更为新颖创作道

路的心理在某种程度上又导致了这些创作难以持续深入和系统化，

这使得该时期大多数作品徒具其表，而无法生根落地，真正形成一

种“在地化”的实感作品。稍晚于实验性艺术兴起的另一代表性风

格是“新卡通”。新卡通绘画分享着与实验性艺术探索同样的社会

文化语境。如何超越乡土绘画和生活流的本地传统，从而快速地实

现自我更新，这成为四川美院青年学生该时期常常为之焦虑的话

题。与实验性艺术不同，新卡通绘画采取了另一种模式，这种模式

一方面维护了绘画本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实现了风格和题材上的

更新。

卡通形态的油画创作并非发源于重庆，而是经历了一个随地域

迁徙和时间流变的过程。最初的卡通化绘画脱胎于上世纪80年代后

期、90年代初期在中国兴起的波普艺术。当时波普艺术的核心阵地

在武汉，随着1992年波普艺术在首届广州双年展上的成功，以及此

后大批湖北艺术家、批评家“集体”迁至广州和深圳工作、生活，

这种风格被移植至深广地区，并与当地改革开放前哨的经济文化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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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结合，在9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卡通绘画风潮，经黄一瀚、杨小

彦等当地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助力，开始产生全国性影响。然而，四

川美院的新卡通绘画却分享着与之几乎相悖的地域文化语境。可以

说，如果广州的卡通绘画有着与之相应的经济发展语境和全球化资

源。那么，在刚刚直辖不久的重庆，这种绘画风格则是一种与其经

济文化语境几乎背离的艺术。究其深层原因，新卡通绘画是一种全

球化文化想象情境中急迫期望创新的直接产物。

一方面，80年代的乡土风格绘画已经充分地被大众社会所接

纳，包括类似的知青文学、影视作品等艺术形态、题材已经商业

化，如无釜底抽薪，很难再行创造；另一方面，罗中立、张晓刚、

叶永青等成功前辈已经形成自己的方法并获得普遍认可。他们在鼓

舞青年学子的同时，也对学生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寻找一种比前辈

和其他地域艺术“更新”的艺术语言和题材，从而达到“最新”，

正是无数焦虑的结果。熊宇、熊莉钧、沈娜、李继开、高禹、惠

欣、陈可等当时的学生由此发展出了新卡通绘画。2003年由俞可策

划的“转向”展较为集中地呈现了这些创作成果。与此相反，包括

笔者、鲍栋、王志亮等青年批评家却对卡通绘画和新卡通绘画的兴

起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创作和理论出现了分裂。今天再回头去看，

新卡通绘画的兴起或许具有相当的策略性，而不是由本土情境直接

自然生长出的，但从全球化想象的角度看，它何尝又不是一种本土

文化在全球化压力下的产物？此外，部分艺术家的个体特征亦在争

论中被忽略，譬如熊宇绘画中的古典和写实情结。

当然，导向国际化的实验性艺术和全球化想象的新卡通绘画

并非四川美院油画系青年艺术家这一时期创作的全貌。在某种意义

上，二者因其创新的姿态和形式而被相应地放大。在此之外，仍然

存在许多不同艺术观念的思考和创作实践。古典主义和写实主义亦

存在四川美院的油画创作中，只是因其需要更长时间的思考和积

累，难以以“全新”的面貌出现，故常常无法在展览和评选中“拔

得头筹”，但其中有一部分题材却延续了四川美院乡土绘画的脉

络，譬如教师陈卫闽对乡村的波普化表现，教师杨劲松、德国留学

生小杨对四川美院老校区所在地黄桷坪微观生活的描绘，青年画家

沈桦对重庆搬运工“棒棒”的呈现。2007年举办的以青年学生为

主体的照相写实主义绘画展“远行”也部分地体现了这些探索。同

时，形式探索与抽象艺术尽管比较边缘，但创作也零散的存在，何

桂彦2006年策划的“无中生有”展览呈现了几位艺术家的探索。蒋

建军、周思维等青年画家的创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诸如翟倞、陈

皎等青年艺术家的绘画则在形式探索、个人生活、观念创新等方面

有所体现。而王朝刚、朱海、杨勋等艺术家则进行着更为个人化的

艺术创作。

这些不同方向的探索在新世纪前十年末期重新开始被人认知，

伴随对其重视的同时，前有实验性艺术的边缘化，后有新卡通绘画

的衰落。实验性艺术的边缘化几乎与新卡通绘画的崛起同时发生。

新卡通绘画除了产生社会影响外，在艺术市场方面博得了巨大的成

功，两方面的因素使得四川美院油画系的创作在2004年至2007年

间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趋同倾向，大量的青年学子都分享了这种创

作观念方法和题材形式，而其他的探索路向则被忽视和隐匿起来。

但随着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出现，宏观经济下行，艺术品交易和

收藏首当其冲，新卡通绘画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艰难的处境使得一

些四川美院的教师和青年画家开始了自省。在“离开”艺术市场的

日子里，包括实验艺术在内的所有探索倾向又被重新拉回到同一起

跑线，李一凡、张小涛等思想活跃的青年教师回校任教，充满活力

和希望的多重价值取向与道路探索再次轮回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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