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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招“后遗症”受关注
——“十大美术院校校长高峰论坛”综述

本报记者 张晶晶

美术·视界 9
本版责编 张晶晶E-mail：meishuzhoukan@163.com 电话：010-64285227

回声壁

■“现在，在许多美院的周围，几乎每个美术用品店都堆满了

石膏像。我想，徐悲鸿先生看到这一幕，肯定很高兴。可当他知

道，现在参加‘艺考’的学生临摹石膏像，是为了考试时，他还会笑

吗？我们为什么临摹石膏像？喜欢绘画？立志当艺术家？都不

是。答案是为了考试。一切为了考试，教育制度背后更大的体制

不改变，我们还谈什么寻找艺术教育的原点。我们根本回不到原

点了。”

——陈丹青说“艺考热是一种社会畸形”。

画好石膏像，能把大学上。百度一下“美术”二字，网页的前三

条显示都是“美术高考培训”的广告。需求造就市场，艺考热甚至

催生了一门产业，养活了一批卖石膏像的美术用品店老板，一批专

教画石膏像的考前培训班“名师”。画来画去，若只为考试，哪里还

会有真正的兴趣？更可悲的是，除少数考生梦圆美院，落榜的大多

数，画石膏像已经“画伤”了，从此干脆疏远艺术。

■“教育部规定：研究生必须考外语。这一条常常难住报考

‘中国画’专业的学子。对待这个问题，我十分无奈。说实话，在今

后的职业生涯中外语用处确实也不大。我建议，比如考‘中国画’

的研究生，外语应该免考，同时加考古典文学、中国历史等与传统

文化有关的科目。”

——何水法说“考‘中国画’的研究生，外语应该免考”。

报考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油画专业研究生，会考中文

吗？当然不会。据说孔子学院已经开遍了全世界，老外竞相学中

文，令国人扬眉吐气。但中国制定某些政策的有关人士，总是“张

外语的志气，灭母语的威风”，无视国情，一味强调“跟世界接轨”，

简单粗暴地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例如，无论什么行业，评职称都要

考外语；无论什么专业，考研究生都要考外语，有必要吗？

■“两会上温总理提出，既要经济的发展，又要文化的辉煌。

我觉得这个不仅是对我们自己来说的，还有一个中国向世界展示

什么形象的问题。现在，中国给世界的印象是一个经济的巨人，但

是外国人至少看不出你文化的特色，看不出你的文化的贡献。你

给世界贡献了很多‘中国制造’，但是你没有给世界贡献具有启发

意义的中国文化。这些方面确实是不够的，需要加强。”

——范迪安说“欧洲对中国艺术不够了解”。

大国崛起，经济只是基础，文化才是标志。外国人不了解中国

当代的文化，一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做得还不够，二是能够“走出

去”的中国当代文化实在太少。缺乏具有创新精神、体现东方文化

底蕴，并能与异国异族发生心灵碰撞的文化产品，人家怎么能记住

你的文化呢？

■“现在很多画家去采风也好，写生也好，无论去农村还是工

厂，很多仍留在表面。实际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远远不仅仅

是农村和工厂。时代在发展，有很多新人新事需要我们了解，认真

深入思考；社会趋向多元，新的社会现象随时都在出现，随时都在

变化，艺术表现也越来越困难，这要求艺术家要从更多的角度去观

察社会。现在很多人追求短期快速成名成家，功利心太强，想着怎

么就能一朝成名，但是不付出心血和辛苦，哪里来的成功？”，

——吴长江说“美术家要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

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见得都要去农村、工厂采风，因

为生活不在别处，你此时此刻就置身于变动不居的中国现实，只需

沉潜下来，表现所见所思。在那些到处走马观花、自称“体验生活”

的画家笔下，我们往往看不到鲜活的生活和独到的思考。

续随子 点评

作为四川美术学院“校庆”的

重头活动，3 月 20 日，“十大美术院

校校长高峰论坛”在川美新校区

召 开 。 四 川 美 术 学 院 院 长 罗 中

立、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中

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鲁迅美术

学院院长韦尔申、西安美术学院

院长王胜利、广州美术学院院长

黎明、天津美术学院院长姜陆、湖

北美术学院院长徐勇民、清华美

术学院副院长何洁和上海大学美

术学院院长邱瑞敏等美术教育界

人士，围绕“中国美术院校学统文

脉的传承与创新”、“国际化背景

下的当代艺术与艺术教育”、“当

下高等美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展开深入对话，探讨了中国当

代美术与美术教育的发展问题。

质量、特色是美院立校之本

扩招带来的相关问题依然是

美院院长关心的话题。潘公凯认

为，如果从整个中国的美术教育

来看，尤其是以十大独立美院为

代表的单科高等美术教育来说，

整体水平目前在国际上应该属于

最好的一档。不过潘公凯认为，

在 美 术 教 育 规 模 迅 速 扩 大 的 同

时，怎么把教学质量真正做到位，

怎么把每一个专业、学科都做得

非常扎实，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教

学质量和有效的办学机制，还有

很多的问题需要探讨。

“目前，我们的教育部门或者

学校，对于教学的专业设置，出现

了 一 种 过 细 的 现 象。”姜 陆 分 析

道，这可能和美术教育规模迅速

扩大有关系，规模扩大以后，原来

的传统专业或者单一的专业本身

的容量可能做不到那么大，考虑

到将来的出处，所以产生了一些

新的专业。他并不是说新的专业

都不对，但是一些个别的专业设

置，把一个课程能够完成的教学

内容扩大为一个专业的方向，结

果“新专业”的教学内容和原来的

专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重合。

王胜利说，学校扩招以后，出

现了“以大为美”的倾向。他认为，

对于美术学院来说，规模是否大，

人数是否多，都不是最重要的。因

为质量、特色是立校之本，关键在

于是否培养了杰出人才。他举了

一个例子，去年美国大学排行，第

一是哈佛，第二是普林斯顿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并不大，能排第二就

是因为它有特色，培养了爱因斯

坦、杨振宁等杰出人才。

如何培养美术精英人才

王胜利在论坛上道出一个令

人尴尬的教育质量事实：“总体上

来讲，这些年中国的美术教育发展

很快，可为什么半个世纪的美术教

育培养不出太多国家需要的美术人

才？”他说，现在大学基本上是以本

科为主体，到底是培养一专多能的

应用型人才，还是培养高素质的专

业技能型人才和具有创新型的拔尖

人才？这值得探讨。

王胜利的观点得到了韦尔申

的支持。韦尔申建议，美院应当

建立一种精英教育方法，即大学

一至三年级注重基础技能和文化

修养的教育，最后一年则侧重培

养专业技能。

韦尔申还提出，美院教育应

由单一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向多能

力 型 转 变 。 在 当 前 的 教 学 体 系

中，课程体系、内容中都分开了，

学版画的不会画油画，画国画的

不懂雕塑，搞设计的和纯艺术有

着很大的隔阂。“油画、中国画、版

画是可以打通的。”韦尔申说，要

打破这种学科和专业的壁垒，使

学生能够获得更科学、更丰富、更

系统的知识与技能。

许江表示，对高等美术院校

来说，国家中长期发展教育规划

最有利的就是提出高等教育的多

样化，这为高等美术教育探索新

路提供了空间。美术教育不应按

照理工科的模式，而要针对人的

创作特点施教。

中国美术教育基本的办学模

式、专业的设置和课程体系的构建

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怎

么样去构建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

教学体系？王胜利说，中国文化本

就有特色，在传统绘画类和中西方

美术史基础上，应让中国民间美

术、书法、中国雕塑进课堂。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已经成为

世界瞩目的焦点，为了更好地弘扬

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推进中国美

术界提出的熔铸中国气派、塑造国

家形象的发展目标，为上海世博会

增光添彩，经上海世博会立项，由

中国美术家协会独家主办“上海世

博会中国美术作品展览”。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美术家协会

承办单位：上海慈源爱心基

金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无锡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

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

大学美术学院、无锡创天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上海市委宣传部、

江苏省委宣传部、上海市民政局、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央统战

部台湾会馆、上海市人民政府侨

务办公室、上海市美术家协会、江

苏省美术家协会、无锡市商务局、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

市长协会、上海市老年基金会、上

海华夏文化经济促进会

二、组织委员会
名誉主任：胡振民、梁金泉

杨振武

主任：覃志刚、李牧、刘大为、

冯远、黄跃金、田鹤年、王仲伟、胡

炜、戴长友、洪浩

副主任： 吴 长 江 、施 大 畏

刘健、张旭光、陶勤、宋超、迟志

刚、朱永雷、马伊里、马德秀、王立

人、张国良、汪大伟、张杰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广

军、尤存、尹石、王仲伟、庄晓伟、

成建强、朱凡、朱乃正、朱正钦、朱

永雷、纪凯风、宋仪侨、宋玉麟、李

路、李刚、李福良、杜军、陈东、陈

刚、陈琪、周静波、林矗、郑刚淼、郑

成良、洪浩、胡炜、郝骏、徐威、郭怡

孮、高亚峰、崔明华、曹佳中、詹仁

左、雷群虎、蔡克振

秘书长：张旭光（兼） 成建强

副秘书长：朱凡、杜军

法律顾问：王洋

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朱凡、成

建强、杜军

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詹仁

左、林矗、胡颖、孙宁、王奇、王沁

菽、庄晓伟、王筱雨

组委会办公室：上海交通大学

三、评审委员会由中国美术
家协会聘请专家组成。

四、展览结构、种类、展期
整体项目由上海展区、无锡

展区构成。展览种类为中国画、

油画、版画、漆画、书法。展览入

围作品总量 2010 件，展出与世博

会同期进行。

●上海展区（2010年5月7日—

15日）：在上海展览中心展出全国近

些年美术创作展览中的获奖及优秀

作品，共约200件，作品全部特邀。

●无锡展区：在无锡博物院、

无锡青少年活动中心展出全国公

开征集评选出来的近年新创作的

美术作品（书法作品特邀）。

展出日期：中国画·书法展（5

月 28 日—6月25日）；油画·版画展

（6月28日—7月25日）；漆画·少儿

美术展（7月28日—8月25日）。

●展出数量：中国画入选约

150件，其中优秀约60件；油画入选

约100件，其中优秀约50件；版画入

选约100件，其中优秀约50件；漆画

入选约100件，其中优秀约50件。

五、画册出版：
出版“上海世博会中国美术

作品展览”作品集（套书），即《特

邀作品卷》、《中国画·书法作品

卷》、《油画·版画作品卷》、《漆画作

品卷》、《少儿美术作品卷》、《纪念·
捐赠作品卷》。入围作品上图录。

入选作者免费赠送一套作品全集。

六、作品征集、评选、待遇及
归属

1．公开征集，凡近几年来创作

符合展览主题要求的、未参加过其

他全国性展览的作品均可报名。作

品尺寸原则上装裱后长宽不超过

200厘米×200厘米，超大尺寸作品

见照片后根据质量酌定。本次活动

一律不收报名费、装裱费、退件费。

2．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证

书，公开征集并入选的美术作品

作者具备加入中国美协会员的条

件之一。

3．本次大展是由慈善公益

基金会资助的代表国家形象的大

型展览活动，为感谢合作，做到共

赢，特邀的美术作品全部退还，特

邀作者采取自愿原则捐赠其他作

品；征集展出作品均付稿酬后由

上海慈源爱心基金会收藏。稿酬

标准（税后人民币）：中国画优秀

8000 元、入选 4000 元；油画优秀

10000 元、入选 5000 元；版画优秀

5000 元、入选 3000 元；漆画优秀

12000 元、入选 6000 元。落选作

品退还，作者自愿捐赠作品的同

时收藏，发收藏证书。

4．组委会拥有参展作品摄

影、出版、宣传及开发展览纪念品等

影像复制权，并可以在相关媒体、网

络长期刊载作品。组委会享有对

展览各项规则的最终解释权。

七、征集作品收件办法：
照片报名：中国画：3月15日—4

月 27 日截止；油画、版画：4 月 15

日—5 月 25 日截止；漆画：6月15

日—6月25日截止（少儿美术展另发

细则，网上查询）

报名要求：A4 大小的清晰保

真彩色图样，背后正楷字填写：姓

名、标题、画种、尺寸、单位、地址、

手 机 号（复 评 通 知 用）、身 份 证

号（以到达地邮戳日期为准）。

收件地址：（200030）上海市

华山路 1954 号上海交通大学玻

璃房 1-3 号 上海世博会中国美

术作品展览办公室 王沁菽 收

电话：021-52303960 转收件

组传真：020-52303963

信息发布网：中国美术家协会

网网址：http://www.caanet.org.cn

上海慈源爱心基金会网网址 ：

http://www.ciyuan.org.cn

九、“上海世博会中国美术
作品展览”中国美协咨询电话：

010-59759385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0年3月12日

3 月 19 日，北 京

孔 庙 和 国 子 监 博 物

馆的传统礼乐表演，

开 启 了 “ 生 活 中 的

艺 术 —— 塞 尔 维 亚

19—20 世纪地毯展”

的 序 幕 。 由 中 国 和

塞 尔 维 亚 两 国 文 化

部 共 同 主 办 的 本 次

展 览 ，是“ 塞 尔 维 亚

文化节”重要项目之

一，共展出了贝尔格

莱 德 应 用 艺 术 博 物

馆 馆 藏 的 19 世 纪 至

20 世 纪 手 工 地 毯 32

件 。 这 些 上 等 纯 羊

毛 手 工 编 织 的 双 面

织毯，出自巴尔干半

岛 最 重 要 的 地 毯 织

造中心皮罗特，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塞

尔 维 亚 人 民 生 活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高 档 装

饰品，如今已成为塞

尔 维 亚 馈 赠 国 宾 的

礼 物 。 图 为 观 众 在

欣 赏 富 有 民 族 风 情

的织毯。

严长元 文

彭 静 摄

本报讯 （记者严长元 实习

生彭静）著名艺术家、美术教育家

张仃曾担任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

研究院首任院长。在他逝世后不

久，为深入探讨其艺术成就、学术

思想，中国国家画院特邀 20 余位

美术界专家、学者于 3 月 16 日在

京举办了“张仃学术研讨会”。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中

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吴长江，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

卢禹舜，副院长解永全、张晓凌、张

江舟，国家画院前任院长、现任艺

术委员会主任龙瑞，张仃夫人理

召，张仃长子张郎郎，邵大箴、水天

中、薛永年、梁江等理论家，以及来

自清华美院、中央美院等院校的教

授、张仃弟子等与会并分别发言。

国家画院专业创作人员、理论研究

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杨晓阳表示，举办张仃先生艺

术研讨会，是国家画院的责任所

在。中国画研究院是在张仃先生

亲自参与下创办的，他既是中国画

研究院院委，也是国家画院下属二

级院中国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

张仃先生的逝世是美术界乃至文

化界的重大损失，其成就是多方面

的，其人格更值得景仰。

作为美术大家，张仃在漫画、年

画、壁画、艺术设计乃至中国画等各

个领域成就卓著，开一代新风，并紧

贴民族的命运、时代的需要。作为

一名美术教育家，张仃坚持真理，勇

于进取，循循善诱，孜孜不倦，树立

了光辉的典范。与会人员通过回忆

与他交往的点滴往事，重温了他丰

厚的艺术历程，表达了要进一步学

习、研究张仃艺术的共同心声。

据了解，杨晓阳在上任之初便

探望了张仃先生，就画院发展建设

问计于先生，当时的一些细节感人

至深。张仃学术研究将作为国家

画院对 20 世纪大师系列研究的开

端，结合正在开展的“中国美术发

展工程”和“中国美术海外推广工

程”，循序渐进，推进画院的学术建

设和整体工作的全面提升。

国家画院举办“张仃学术研讨会”

东方既白——中国美术馆藏油画精品汇报展

本报讯 （记者严长元）3 月

21 日，“虚幻的蓝天——日本著名

画家森秀雄作品展”在中国美术

馆开幕。日本驻华使馆公使山田

重夫、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等

出席了开幕式。

展览汇集了森秀雄的代表作

30 余件，它们的创作年代各异，但

统一的蓝色背景和奇幻的超现实

主义风格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兴

趣。“我天生就对物体形态的记忆

模糊，我的作品是从临摹照片开始

的。”森秀雄说，自己除了通过手、

眼并借助喷枪画画外，不会其他技

法。他的参展作品均由喷枪在丙

烯上创作而得，而大海、河流、天空

及隐约可见的历史文化遗迹等元

素，使得它们显示出一种区别于西

方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古典氛围和

东方审美，又在不同时空表现和对

话中获得了一种当代性。

这是森秀雄作品首次在中国

展出。他的 4 件代表作在展览结

束后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日本画家森秀雄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韩必省个人作品

展”近日在北京荣宝大厦举行，展

览由民革中央画院、北京荣宝斋、

天津民革画院、天津三省堂艺术

馆共同举办，共展出韩必省 60 幅

书画精品，其中工笔动物画 30 幅、

山水画 30 幅。

此次展览中，韩必省的“诗与

画”系列引人注目，该系列由内

容相关、意境相映的 10 幅书法诗

作和 10 幅水墨国画组成，表现人

类与自然的永恒、生灵与环境的

相依。

韩必省自幼学习书画，曾师

从 龚 望 、萧 朗 等 人 苦 练 笔 墨 技

法，攻习诗文书画。其隶书以魏

晋名碑筑基，汲取唐楷笔法，融

入个人意趣；其国画抒情言志达

意，广涉人物、山水、花鸟、走兽

等品类。近年来，韩必省在国内

外举办了多场展览，受到关注和

好评。 （天 颖）

韩必省作品展在荣宝斋举行

本报讯 （记 者 张 晶 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芬兰共

和 国 建 交 60 周 年 之 际，由 中

国文化部和芬兰共和国教育

与文化部、芬兰驻华大使馆联

合 组 织 的“ 女 性 空 间 ——

1870—1990 芬 兰 女 艺 术 家 作

品展”，3 月 17 日在中国美术馆

开幕。

此次 展 览 的 展 出 作 品 来

自 芬 兰 国 家 艺 术 博 物 馆 ，汇

集了芬兰 15 位女艺术家的 72

幅精品。这些作品大多表现

芬兰大自然的多彩和四季的

变化。

芬兰女艺术家作品展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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