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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和法律

为艺术保驾
梁毅

一周观察

■“前时，曾经分管人事工作

的一位官员和我闲谈，说到了美

术界很多人才进京，都是经他的

手办的。他们都要派人去调查，

听听群众的反映，群众反映好的

才可调京，反映不好的，便不能

进京。尤其是进京后要委以重

任的，更要群众反映良好才行。

但是他感慨地说：‘有很多人和

我们调查的结果相反，反映好的

人，结果并不好，而且是本来就

不好；反映坏的人，实际上却很

好，而且是本来就很好。有的人

经 领 导 和 我 们 谈 话 ，认 为 他 很

好，结果去调查，反映却不好，实

际上却非常好……’这几年，晋

京的画家、官儿很多，我所说的

问题仅是其中之一。”

——陈传席撰文《从宁戚饭牛

谈如何看待美术界人才》

【好人缘，不作为。】

■“他把画画当做一种游戏，

这 样 的 态 度 最 接 近 艺 术 的 本

质。他不会把艺术当做手段去

获得名利，艺术就是他的生活状

态。他是我见到的特别少有的、

对自己的画卖多卖少完全无所

谓的画家。现在的书画家卖画

多少钱一尺，比商人还要精，这

样，艺术的理想、追求目标就消

失了。朱新建的观点是只要我

能够靠我的作品活下去，我就全

力以赴地画画，财富这些都无所

谓。我认为朱新建的这种心态

是最健康的。一些人把朱新建

的去世当做一个消费的对象，这

是对他严重的亵渎。我作为他

的 老 朋 友 ，通 过 媒 体 向 各 位 建

议：不要消费他，他会在天堂不

高兴。”

——批评家李小山说“媒体不

要消费朱新建”

【斯人已去，不要消费他的

话题，可以消费（收藏）他的画

作。】

■“毛笔字值钱了，毛笔字有

市场了，写字的人自然多起来。

凑热闹的名人也一天天多起来，

他们有自己的社会声望，粉丝如

蚁 ，甫 一 拿 笔 ，此 处 就 会 有 掌

声。毕福剑先生是名副其实的

名 人 ，也 愿 意 写 毛 笔 字 。 他 给

台球运动员潘晓婷写了 4 个字

‘玖球天後’，4 个字中有两个字

需要推敲。‘玖球’应为‘九球’，

‘天後’应为‘天后’。娱乐明星

写毛笔字，写出几个错字再正常

不过了。不过，我还是希望毕福剑

先生如果知道自己写了错字，立即

改正，最好有点不好意思。名人们

的优越感我能理解，但，写了一个

又一个错字，还是一副满不在乎

的样子，就有点讨人嫌了。”

——张瑞田撰文《写错字不是

名人们的特权》

【某些名书法家也写错字，

不可原谅。】

■“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目

前热火朝天的‘当代水墨’，其实

称其为‘当下水墨’或者‘当代题

材的水墨’更为恰当，因为我们

现在看到的‘实验水墨’，仍只

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模式。有

关水墨的形式主义实验已经结

束 了 ，至 今 并 没 有 看 到 新 水 墨

贡献出任何新的语言模式。那

么，水墨在当代如何有所突破？

在我看来，继续在‘技’上纠结没

什么用，应该在‘道’的提升上做

文章。”

——批评家朱其说“没有看到

新水墨贡献出任何新的语言

模式”

【某些“新水墨画家”，最擅

长的就是谈玄论道。】

随子 点评

回 声 壁 看 点

数百人为了苏东坡的 9 个字齐

聚京城，让节后的京城艺术圈又多

了些热闹。2 月 18 日，上海龙美术

馆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现场展示

了《功甫帖》原件，并对社会公布了

《功 甫 帖》高 清 影 像 资 料 和 技 术 鉴

定结果，否定了此前上海博物馆指

《功 甫 帖》为“ 清 代 双 钩 廓 填 伪 本 ”

的结论。

关于《功甫帖》真伪之争，本是学

术问题，犯不着和大众非要如此亲密

接触，但从事件一开始，就被拉到公

众视野，想要回归到单纯的学术之

争，已经难以实现。好在，这场马拉

松式的辩论如今随着各方的频频亮

招，倒也给公众做了次普及鉴定知识

的系列讲堂。譬如这回，就采用了游

标卡尺对纸张厚度进行测量、高倍扫

描仪扫描原件等高科技手段，来为鉴

定做支撑。

真伪之争一时虽难有定论，但

总会有尘埃落定的一天。这一天，

通常是伴随着科学鉴定得出定论而

来的。上世纪 90 年代末，高居翰先

生对董源《溪岸图》为张大千伪作的

详细论证曾引发业界巨大争议，最

终还是靠着大都会博物馆的科学鉴

定才得以平息。鉴定的结果是高居

翰先生错了。他随后主动向当时的

藏家王季迁先生道歉，从高先生身

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严谨和诚恳

态度的学者风采，这也就不难理解他

的仙逝为何会引发国内外许多学者

的追悼。

本周，一桩案子获得了断。2 月

17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

官网上公布了钱钟书信件拍卖案判

决结果，两被告（中贸圣佳公司、李国

强）被判停止涉案侵权行为，向杨绛

公开赔礼道歉；杨绛获赔经济损失和

精神损害抚慰金总计 20万元。

此案的判决，维护了杨绛、杨伟

成（钱瑗的配偶）的个人权利，也给

一些名人信札的持有人和拍卖行业

提了个醒：作为名人信札的持有人，

应负有保护写信人隐私权的义务；

而作为拍卖行，未经信札作者的许

可，擅自展示并在网上传播，也是对

相关权利人隐私权的侵害。按说，

这事是常识，但还是发生了，总想打

擦边球、常在河边走的结果，就是和

法律撞个正着。不过，这事正好遇

到的是杨绛，名人的影响力使得事

件成为关注的焦点，如果换做普通

人，也许就引发不了这么大动静，多

半是不了了之。所以，还是得为维

护个人权利的行为叫好，为文化人

赢得了尊重鼓掌。名家作品向来就

是拍卖行的宠儿，但如果于人情和

法律不顾，不光会让故交反目，也会

让自己的名利受损。

据媒体报道，中拍协日前对 2013

年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进行述评，

认为经过一年的调整和沉淀，2013

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出现了整体

企稳并回升的趋势，各大拍卖公司

也朝着更加注重专业水准、价值营

销和品牌建设的方向不断努力。照

此说，2014 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

市场企稳回升的势头将马上到来，

但愿，在即将登场的春拍大幕开启

之时，我们的拍卖行能真正在专业

水准、价值营销和品牌建设上好好

下功夫，否则面临的也许是一次大

清洗和大淘汰。

一名参展商在纽约玩具展览会上

查看玩具展品。2 月 18 日，来自世界

100 多个国家的 1100 多家参展商齐聚

“2014 纽约国际玩具展览会”，展出超

过 15 万件玩具、游戏和最新设计。纽

约国际玩具展此前已举办过 110 届，是

世界三大玩具博览会之一，今年的展

期为 2月 16日至 19日。

新华社记者 王雷 摄影报道

山西艺考热呈现降温趋势 美术类考生减少 2 0 0 0 余人

梅墨生

2 月 18 日至 3 月 1 日，“从容中

道——梅墨生意大利佛罗伦萨作

品 展 ”在 佛 罗 伦 萨 圣 十 字 殿 堂 举

办，展出梅墨生的山水、花鸟作品

共计 50 余幅。此次展览受到意大

利文化促进会的邀请，由意大利文

化促进会、佛罗伦萨市政府主办，北

京汉特斯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

办。展前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冯远

表示，如今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如火

如荼，但真正有文化内涵、深度的文

化交流太少，这次画展可以让欧洲

的同行们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绘

画艺术。吴悦石称赞梅墨生画作

有清气、静气、奇气。据悉，梅墨生

计划在欧洲举办巡展。 （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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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玩具“总动员”

省外院校艺术类专业在山西考试

已近尾声，今年，山西省报名艺考的

学生比去年减少了 3400 余人，其中，

美术类考生减少 2000 余人，降幅有所

提高。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除了

北影、中戏等热门院校招考依然“炙

手可热”外，多个省份的艺术类专业

统考人数减少，“艺考热”呈现降温趋

势。记者连日来采访发现，这种趋势

的产生，不仅因为教育部门及高校陆

续释放出提高艺考文化课门槛的信

号，还由于“艺考热”在持续高烧之下

家长和考生们选择时更趋理性，以及

艺考生就业压力大、升学成本高等诸

多现实原因。

降幅明显“速成”专业渐遇冷

从今年 1 月 19 日起，省外院校美

术类招生在太原师范学院考点就拉开

了帷幕，全省各地的艺考生及其家长

们也开始了他们天南海北的“巡考”。

数据统计，今年，来晋设考的院校比去

年减少了 20 余所，获得省美术专业联

考合格证的考生约 1.9 万人，比上年减

少了 4000人。

考生人数的减少也被许多设点的

省外院校感觉到了。“211”院校宁夏大学

在现场负责招生咨询的工作人员说：“今

年明显感觉报名的人少了。”大连民族学

院的招生负责人也表示：“去年这个时候

报了800人，今年才报了300人。”

山西省报考省外院校的人数在减

少，省外报考山西省的人数也有下降

的趋势。太原科技大学每年也要“走

出去”招生，近三四年间，其他各省报

考该校的人数逐年递减，该校负责人

介绍：“比如河南的报考者，前几年近

4000人，如今减少至 1000余人。”

据了解，艺考生中有大批“速成考

生”，他们在考前经过短则两三个月，

长则大半年的培训，就走进了考场。

多个省、市下降的艺考统考考生主要

集中在美术、播音主持、编导等几个

“速成”专业，而舞蹈、乐器等需要常年

专业训练的考生人数相对稳定，山西

省的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

现象。

门槛抬高 走捷径者路被挡

太原科技大学曾在 2003 年承办省

外院校在晋美术类考试，该校艺术学

院院长王晋平回忆：“当年，山西省参

加艺术类专业测试的考生有 3000 余

人，可能是历史最高值。”在随后的 10

年里，山西省的美术类考生逼近 3 万

人 。 最 近 ，中 国 艺 术 人 才 网 发 布 的

《2013 艺术教育行业分析报告》显示，

10 年间，全国艺术类高校增加了千余

所，考生增长 30倍。

我们在艺考报名现场碰到了一位

来自大同的考生家长，他的女儿已参

加了 10 余所院校的测试，之所以让女

儿选择艺考这条路，是因为“录取时文

化分能低一点儿”。采访中发现，多数

家长均抱着这种“曲线救国”的心态，

希望孩子能通过这样的捷径走进大学

的校门，部分艺术类院校的招生负责

人也心知肚明：纯粹因为艺术梦想踏

上这条路的考生很少。

2013年 10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做

好 2014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

作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各省级招

生考试机构、高校要逐步提高艺术类

专业文化成绩要求。

采访中发现，大连民族学院要求

按 照 文 化 成 绩 的 60%加 专 业 成 绩 的

40%的规则来录取，吉林艺术学院美术

学专业要求文化课达到同批次文理科

控制线的 70%。

另外，像中央美院、清华美院等一

些艺术类名校，文化课在录取中的比

重逐年增加也是有目共睹，这无疑是

对抱有“文化课不够，专业分来补”心

态的考生及家长的一个“打击”。“速

成”专业考生的减少，反映出部分考生

“补分”心态受到了约束。

拒绝功利 人才质量更重要

尽管艺考生大多在考前舍得“砸

钱”，动辄数万元的培训费、考试费，但

是几年之后，家长们算一算账就会发

现，这种投入和产出成正比的很少。

因为在看似热火朝天的招考背后，是

艺考生们升学之后面临的薄弱的专业

师资和更加艰难的就业现实。

山西省一位普通高校的艺术类专

业负责人这样说：“一方面，学生在成

倍地增长，可是专业教师、设施配置无

法及时跟上，给不了学生更好的教育

教学环境。另一方面很多学生仅把艺

术当做升学的跳板，进校之后，对学习

根本提不起兴趣来，浑浑噩噩过完 4年

的学生不少。毕业即失业，就业即转

行的学生大有人在，这也对整个行业

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 宽 进 又 宽 出 ”的 招 考 和 教 育 方

式，不仅使学校的生源质量有所下降，

更让考生及其家长们遭遇了比高考更

加严酷的人生难题。

一位招生 负 责 人 说 ：“ 好 的 艺 术

家不仅需要后天勤奋学习，更需要先

天的悟性和他积累的文化底蕴，我们

也发现，文化课好的艺考生在进入大

学后，他的后劲更足，所以专业再好，

如 果 文 化 课 差 ，我 们 坚 决 不 招 。”同

样，太原师范学院的一位负责人也表

示，该校美术系一些专业招生时，要

求专业课达线后，文化课从高分到低

分排序后录取；而音乐系的一些专业

则相反，要求文化课达线后、专业课

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后录取。这些都

是根据专业特点，确保招生质量的一

些做法。

随着高考的政策调整以及社会对

艺考的理性认识，艺考中不正常的火

爆现象正在显现出得到遏制的态势，

相信终会回归正常……

张晓丽

沈行工

2 月 20 日，“如歌的行板——沈行工油画作品展”在中

国美术馆开幕，主要展出了沈行工先生近年来的新作，同

时也有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作品，共展出画作百余件。沈

行工富有诗意、讲究意

象表现的油画作品，无

不 打 上 了 江 南 文 化 和

他 作 为 江 南 文 人 的 鲜

明印记。近年来，他进

一 步 深 入 追 求 艺 术 语

言的精炼与丰富，在作

品 的 色 彩 语 言 上 对 于

中 国 诗 性 文 化 的 表 达

与创造，显示出当代中

国 油 画 在 语 言 上 对 于

本土文化性的探索。

（易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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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云台

2 月 22 日，“春山碧树——中国第一代留俄艺术家孙云台精品

展”在北京索卡艺术中心开幕，展出的 29 件作品均为 1989 年至 1999

年期间的油画风景。孙云台，早年师承日本画家古贺，1931 年赴莫

斯科入洛巴诺夫画室习画。他在俄罗斯长期学习，有严格、规范的

素描功底，加之糅

合 了 印 象 派 的 色

彩感觉，作品的色

彩 冷 暖 变 化 丰

富 。 他 以 细 腻 精

准 的 笔 触 描 绘 大

自然的五光十色，

真 诚 而 富 有 想 象

力 地 表 现 春 、夏 、

秋、冬四季所赋予

天地的美感。

（士凡） 粉妆大地（油画） 孙云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