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21

摘要：回顾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四川美院一直是中

国当代艺术创作版图中的重镇，各个时期都涌现出代表性

的艺术家与代表性的作品。优秀艺术人才的不断涌现与创

作领域所有取得的成绩和四川美院长期致力于学科建设、

教学改革是分不开的。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多元

化的格局中，新的历史情景与不同的文化诉求，既为美术

学院的发展创造了历史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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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ing the strategic town in the map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more than 30 years’ progress of the past, SCFAI has representative artists 

and works emerging in each phase. Excellent artists and achievemen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and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multiculture, the new historic scenario and 

different cultural aspirations provide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but also 

new challenges for SCF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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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美院的艺术创作，

大致说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20世纪80年代

初，四川美院在“伤痕”和“乡土”时期涌

现出一批影响中国画坛的艺术家，由于作品

的风格和精神内涵的表现有着某种相似性，

当时的理论界将他们称为“四川画派”。实

际上，四川美院创造的第一个高峰便是“四

川画派”时期，以高小华、程丛林、罗中

立、何多苓等为代表，创作了《为什么》

《1968年x月x日·雪》《父亲》《春风已经

苏醒》等一批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作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新潮美

术”的兴起，在追求文化现代性建设的思

潮下，出现了张晓刚、叶永青等为代表的

“西南生命流”风格，同时，81级、82级中

间年龄层为“乡土现实主义”向“象征主

义”、“现代主义”风格的转变做了一定

的推动作用。

另一个高峰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

集中体现在1992年到1998年之间，主要以

1993年的“中国经验”展和1994年的“陌

生情景”展为标志，以张晓刚、叶永青、

周春芽、王川和更为年轻一代的忻海洲、郭

伟、陈文波、何森、赵能智、钟飙、郭晋、

谢南星、张小涛等为代表，他们注重作品

对本土文化的“中国经验”的表达，关注

都市文化语境下的生存状况，强化个人的

生命体验。

2000年以来，四川美院的创作进入了

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譬如有以日常、微

观、身份、青春话语等为主题的“新现实主

义”倾向，有强调图像与消费时代的“新卡

通”；有重视媒介与观念表达的实验艺术，

也有借助科技与互动技术，并且有跨学科特

征的综合性艺术等。

回顾过去30多年的发展，四川美院一

直是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版图中的重镇，各个

时期都涌现出代表性的艺术家与代表性的作

品。优秀艺术人才的不断涌现与创作领域所

有取得的成绩和四川美院长期致力于学科建

设、教学改革是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

伊始，四川美院的艺术教育与人才培养模

式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体系与传统。1982年3

月，受文化部委托在我校召开了“全国艺术

院校创作教学座谈会”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老院长叶毓山先生提出的“以创作带

动教学”，形成了我校“出作品、出人才”

的学统和传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油

画系、雕塑系等系科为代表，不断地践行、

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进入2000年以后，

川美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完成老校

区的搬迁，为建设一流的美术学院夯实硬件

基础；另一方面打造一流的学科与一流的专

业。近年来，川美创建了新媒体艺术系、公

共艺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等，同时，通过

多个艺术实验人才培养班，形成一种综合

的、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本次展览共设

有八个展览单元，其中的“历史回望”与

“语言之思”就能让我们感受到四川美院

的学院精神与教学传统的薪火相传，生生

不息。

当然，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多

元化的格局中，新的历史情景与不同的文化

诉求，既为美术学院的发展创造了历史的机

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过去相对单一、

僵化、程序化的学院教育比较，尤其是在今

天“艺术史终结”的时代，毋庸置疑的是，

我们进入了一个“后学院”时期，在这个新

的阶段，艺术的功能与意义也发生了大的变

化。譬如，就艺术本体与媒介范畴来说，今

天艺术能否结合建筑、装置、影像、行为、

表演等语言方式，发展成为综合性的艺术？

就艺术的功能来说，能否离开画室，逃离美

术馆，让艺术走向公共空间、走向社区，成

为一种新型的或具有交往性的艺术？就形态

而言，能否结合新的科学技术、生物技术，

拓展既有的形态边界，提供全新的艺术感知

与接受方式？同时，艺术创作能否衍生为一

种知识性生产？这些问题，既与艺术创作有

关，也涉及艺术教育模式、学院艺术管理等

多方面的转变。特别是在“十三五”规划与

“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都亟待我们提出

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就四川美院过去的艺术创作，总体来

讲，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美院的艺术家始终

关注现实，把握时代的发展潮流，用作品去

反映当代的精神风貌与文化气质。同时，不

管是从艺术群体，还是从艺术思潮的角度入

手，四川美院及其涌现出的艺术现象都值得

去研究、去讨论。如果将其作为一个个案，

可以从一个地方性的创作群体向国际化发展

的过程中，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当代艺术

在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以及梳理和澄明地

域性与民族性、本土化与现代性、当代性与

国际性等诸多概念的边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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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馆“时代质感

——四川美术学院作品展”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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