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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美术文化周刊

省部共建，探索美院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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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文汇

威尼斯画派四百年

本报记者 冯智军

李震坚艺术展举办

何谓大学？在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许江看来，“大学者,望境之谓也,文脉

之谓也,学科之谓也,名师之谓也。此

境、脉、学、人四项齐备,铸成大学。”

2006 年 2 月 23 日，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浙江

省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中国美术学院

工作，会议指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

的要求，积极支持中国美术学院加快

向世界一流大学目标挺进；要求中国

美术学院加快建设成为体现中国文化

艺术研究和教学最高水平的世界一流

美术学院，为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

做出新的贡献。”10 年后的今天，中国

美术学院站在省部三方共同支持的新

起点上。

4 月 9 日，浙江省、文化部、教育部

共建中国美术学院工作推进会在杭州

举行，将年初三方签署的《关于共建中

国美术学院的意见》进一步落地。同

日，“大学望境：中国美术学院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十周年”特展开幕，中国美

术学院用一场回溯十年的展览向社会

做了一场全面的汇报。这场特殊的展

览，不仅梳理了中国美术学院近十年

来不断发展的四条思想脉络：大学望

境、哲匠精神、人民之心、美美与共，更

令人从中思考，作为一所美术类高校

如何与时代接轨、同社会共建，真正发

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省部共建，明确方向

中国美术学院原隶属于文化部，

2000 年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

管理为主的院校。2016 年 1 月 18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文化部、教育部三方

签 署《关 于 共 建 中 国 美 术 学 院 的 意

见》，中国美术学院成为三方共建院

校。根据《关于共建中国美术学院的

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文化部、教育

部在学校建设发展、经费安排、提高办

学水平和层次、本硕博招生计划、高端

创新人才选拔与培养、重点学科重点

实验室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重要理

论研究、重大艺术创作、文化艺术创新

创业、艺术教育等方面分别给予中国

美术学院大力支持。

在此次省部共建中国美术学院工

作推进会上，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

孙若风用“高兴、亲切、欣慰、振奋”四

个关键词表达他的心情，同时表示，如

何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共建，共同推进

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是要一起深入

面对的大课题。

据了解，在省部共建中，文化部积

极支持中国美术学院的建设发展，将

加强对学校在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

展规划、文化事业发展需求等方面的

要求。指导学校制定战略发展规划

和学科建设规划，引导其结合实际优

化专业设置，与国家文化改革发展相

关 规 划 对 接 ，激 发 师 生 创 新 创 业 精

神，为国家美术事业和文化发展提供

人才保障。发挥学校的学术优势及

人才优势，委托学校承担重要理论研

究、重大艺术创作、文化艺术创新创

业、艺术教育等文化建设项目；支持

学校广泛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将

学校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

的规划，支持学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群研修工作。发挥学校的

专业优势，将学校作为全国高层次美

术人才培养基地，为动漫产业发展提

供支持；支持学校美术馆专业建设，

充分发挥其作为国家重点美术馆在

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等方面的引领示

范作用；鼓励学校开展博物馆、文化馆

业务骨干培训。

浙江省也将从办学经费投入到高

层次人才培养与引进，从重点学科（专

业）、重点实验室、2011 协同创新中心

和科技平台建设，到对外合作、项目安

排，再到招生计划、高端创新艺术人才

选拔与培训等方面，对中国美术学院

的建设发展给予重点支持。

教育部在大力支持中国美术学院

提高办学水平和层次方面，也采取了

多种措施，如支持鼓励创建成立“中国

艺术教育高等研究院”“艺术教育培训

及评价基地”“中国文化艺术来华留学

教育基地”，并在高层次人才队伍建

设、教学研究项目、招生计划、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条件、干部双向挂

职交流等方面都会加以扶持和指导。

美术院校，不只是技艺传习所

中国美术学院的责任与义务在该

意见中予以明确。中国美术学院将以

“优化美术学、艺术学理论高点，锐化

设计学、建筑学改革重点，深化影视

学、创意学拓展要点”的学科“三化”建

设为策略，构筑代表中国视觉文化建

设与教育高度的优质学科群，确保在

世界同类艺术院校中的领先优势。同

时还要打造艺术人才“国家队”；建设

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优质平台，打

造“浙江智造”“东方快车”等一批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艺术教育很重要的功能是以艺术

育人化人兼及社会。作为艺术类高校

能够为当今社会做些什么？中国美术

学院副院长高世名说，就教育本质而

言，是从社会美育到社会创新能力的

提升，这是艺术和教育双重灵魂工程

师的精神使命。中国美术学院一直倡

导艺术创作与教育的“人民之心”。“用

画笔和镜头建立起与人民群众心灵的

联系，在共同生活、共同经验、共同命

运中创造与人民感同身受的艺术。这

种艺术是大写的艺术，这种艺术教育

所塑造出的是大写的人。在这个意义

上，‘人民之心’滋养出的是一种‘哲匠

精神’。而这种哲匠精神，在中国美术

学院的同仁们看来，是艺术教育的根

本所在。也标示着一种东方艺术的智

性方式。”高世名说。

中国美术学院还始终坚持在当代

国际语境中活化中国传统、弘扬中国

精神。高世名介绍，中国美术学院首

倡“视觉中国”研究与实践体系，聚集

雷德侯、罗森、柯律格等国际一流汉学

家与中国艺术研究者，建设以视觉为

中心的中国学研究与教育体系，打造

一部中国人的精神图谱。同时，围绕

“视觉艺术东方学”体系建设，以建构

具有东方文脉与方法特质的世界一流

视觉文化学科群，培养具有东方诗性

和哲匠精神的优秀人才，建立艺术创

造与艺术教育的东方轴心。中国美术

学院副院长王赞表示，共建后希望能

发挥学院的专业优势，在艺术政策、理

论研究、重大艺术创作、文化艺术创新

创业项目、高层次艺术人才培养基地

等方面做出贡献。

人民之心，美美与共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是很多高校师生的世纪之梦。中国美

术学院也不例外。据许江介绍，10 年

来，中国美术学院通过塑造“人文山

水，精神家园”的大学望境；提倡“劳作

上手，读书养心”的哲匠精神；高举“人

民之心，艺术之魂”的艺创旗帜；牢记

“美美与共，推动创新”的责任担当，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步伐。记者

现场看到，遍布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一 至 四 楼 展 厅 数 以 千 计 的 画 作 、雕

塑、照片、视频和文创设计品，均围绕

这一主题。

在“人民之心”单元，中国美术学

院师生“以人民为中心”的各类主题创

作的重要作品得到集中展示。中国美

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院长杨参军介

绍，中国美术学院坚守“人民之心、中

国之魂”，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历史题

材、“百年追梦”美术创作工程、为共和

国劳模塑像的“时代领跑者”工程、“最

前线”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美术作品展

等主题创作，用画笔为民族凝魂聚气、

为时代凝心聚力。

在“美美与共”展厅，中国美术学

院以东方文化为核心与 40余个城市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推进品质城市建设

“东方之城”；上海世博会主题馆城市

生命馆、浙江馆、杭州馆、宁波滕头馆

等展馆设计以及中国馆建筑色彩设

计、贵宾区室内空间设计与艺术品创

作等 10 余项重要工作的“世博之光”；

中国美术学院以乡土复兴为核心的美

丽乡村改造实践；中国美术学院校企

合作、以创意园为基础，产学研结合共

同设计“智造”的数百件文创产品文创

动能，这四个篇章共同展示了中国美

术学院服务于浙江乃至全国的经济文

化建设所做出的成果。通过以文化振

兴推动城市更新，以艺术劳作重建乡

土社会，以艺术创造参与城乡营造，中

国美术学院掀开了高校与社会和谐发

展、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1928 年，蔡元培先生在国立艺术

院开学讲演中说，把艺术院建在西湖

畔，“就是要用美的心来唤醒人心，以

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几年后，国

美首任校长林风眠在《美术的杭州》一

文中，明确提出“艺术名家应从事于美

丽的杭州之设计”。此后的近 90年间，

中国美术学院与浙江的绿水青山、城

乡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美术学

院教授宋建明说：“从基于‘为人生的

艺术’而展开的‘以美育代宗教’，到今

天五大艺术学科全面服务社会生活的

大格局，美术学院在社会中的功能，早

已超出美育的范畴，更直接地关系到

社会创新力量的开启、民族创新能力

的提升。”

据《北京青年报》4 月 10 日报道，一

位书法行业从业者发现，在北京国子

监街有一处匾额“聖人鄰裡”四个大

字有误，应写做“聖人鄰里”，“裡”是

“裡外”的“裡”，不是“故里”“邻里”的

“里”，用在这里是个错字。该报道还

说，此匾从 2007 年挂上至今已经快 10

年，这位热心人建议赶紧把匾摘下，将

“裡”字改正之后再挂上。

识破此匾有错字，我对这位书法

人赞赞赞；然而他建议改正“裡”字再

挂上，我说他也是错错错。错在哪里

呢？错在孔圣人不是北京人，他的故

里在山东，他的“邻里”怎么可能在北

京？在北京挂“聖人鄰里”匾额，那是

不可以的。

“邻里”是家庭所在的乡里，也就

是自家的左邻右舍、乡里乡亲。尽管

北京“国子监”曾是明清时期的国家

最高学府，时时高挂教育家孔子的画

像，但毕竟不是孔子的“故乡”，孔子

本人也肯定不曾来此地“周游”，因此

“国子监”周边绝不可以说成是孔子的

“邻里”。

中国书协这些年一再强调消灭错

别字，已经初见成效。写错了字，写白

了字，这样的作品可能就入不了相关

展事。此“裡”非彼“里”的匾额错误，

就 是 在 这 样 的 大 背 景 下 ，被 书 法 人

“识破”了。另外，书协强调消灭错别

字，据说在某些所谓领导那里，也起

了作用。有些原来动辄错字连篇，甚

至无错不成“书”，如将“鲲鹏徙北海”

篆作“鳏鹏徒北海”之类，就遭到同行

挑 剔 ，私 下 里 被 人 讥 为“ 严 重 没 文

化”。现在他们下笔写字，也开始有

所谨慎了，错字见少，也逐渐赢得大

家的理解。

北京是全国最高的“文化高地”，

随便扔块小石头就会砸到一大群文化

人，按说，“此‘裡’非彼‘里’”之类的错

误匾额长期挂在文化辐辏之地，这本

身就非常让人汗颜。众多的部门都负

有净化街面之责、文字监管之责、文明

建设之责、教书育人之责……可是这

样的错误还要靠书法方面的人士偶尔

去“识破”一次，那么到底这是谁家的

失职呢？

据说这个牌匾是当初街道和社区

为配合区 里 集 中 整 治 而 悬 挂 的 。 当

时为了恢复整条街的历史原貌，在做

好文物单位修缮的前提下，街道对沿

街 的 各 个 院 落 进 行 了 统 一 的 整 理 。

现在文化机构、管理部门是不是也应

该邀请行业协会的有关专家，也来个

统一的查访？毕竟，建设“文从字顺”

的文化书坛，这不仅是书协的一大善

举，纯洁和净化首都文化，大家都责

无旁贷。

（作者为书法评论人）

本报讯 4月 17日，由浙江省文化厅、中国美

术学院主办，浙江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国画与书

法学院承办的“李震坚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举

行，共展出李震坚代表性作品 180 件。2014 年 8

月，李震坚家属向浙江美术馆捐赠人物画创作及

素描速写画稿共计 4028 件，是浙江美术馆迄今接

受的数量最大的一笔捐赠。

李震坚（1921—1992），现代中国人物画的杰

出代表、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之一，生前为浙江

美术学院教授。人体画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

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课题，也是一个不断引发热点

的绕不过去的话题。李震坚是水墨人体画的重

要探索者。他认为国画人体是国画中最为少见

的课题，画好人体画是一个美术家造型能力的试

金石。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他就集中精力对国

画人体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创作了上百件水墨人

体绘画作品。李震坚在《水墨人体艺术论》中指

出：“国画人体如果没有具备一定的花鸟、山水、

书法功底，光是着力于 单纯的人体素描或人体

速写的基础还是不够的，国画人体所运用的笔

墨、韵味、疏密、繁简、虚实、黑白等方面的技巧，

实际上都和花鸟、山水、书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没

有单独国画人体的专门技巧可循。”

寥寥数笔，李震坚便能准确而传神地把人

体之美传达出来，他的人体画不同于一般的素

描、写生，极为传神，给人以一种震撼感。他创

作的上百幅人体画，无疑是他后期艺术创作的

重要成果，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艺术

遗产。这些作品，基本上创作于他 58 岁之后，

直到逝世之前，可贵在于，是用中国画的笔墨精

神来画人体画的，创作手法运用了中国画人物、

山水、花鸟的多种技法，有些是他的独创，既体

现了他超凡的功力，也是浙派人物画创作的重

要收获。

据了解，1987 年李震坚曾精心编好了一部

人体画集，刘海粟还为这部书题写了书名《李震

坚国画人体》。香港出版商在准备付印时，向他

索要 5 幅国画人体作为出版条件。李震坚一口

拒绝，他说：“我是为人民作画，我的画要给人

民。”1992 年他去世时，叮嘱妻子要保存好他的

绘画，不要流散。妻子和子女牢记他的嘱咐，于

2014 年将他的数千件绘画作品、素描、速写等捐

赠给浙江美术馆永久珍藏，其中就包括弥足珍贵

的水墨人体。 （士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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