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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难

教育之弊
周少一

一周观察

■“当代人对书法权威的认同有

了很大的变化，自从有了书法家协

会，往往就视书协主席、副主席为

当代书坛的权威，其次是那些能够

在国展上出任评委的书家，大多都

是理事或专业委员会的委员。这

样的界定看似非常顺理成章，而实

则存在很多问题。近些年，各地书

协纷纷换届，只有一般票友水平的

人士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也经过

一番苦心运作，堂而皇之地当起了

主席、副主席。创作水平尽管差强

人意，但在书协内部，那就是绝对

的‘权威’，不容他人置喙。有的人

一当上书协主席或副主席，就连说

话的口气和走路的姿势都变了，因

为身份不一样了，所以和当初那些

称兄道弟的同道们也就无形中拉

开了距离，甚至会对比自己水平要

高上很多倍的书家指指点点。他

们 开 会 上 主 席 台 ，合 影 坐 前 排 正

中，发言也是名列前茅，其他人前

呼后拥，百般讨好，如此久之，俨然

自己就是‘书法权威’了。”

——傅德锋撰文《谁是当代书法

的权威》

【书坛代有“权威”出，各领风

骚三五年。】

■“现在很多人说，当代没有真

正的文人画，因为已经没有真正的

文人了。当代的画家既然不可能

像古代文人那样受全面的国学系

统训练，画出好的文人画自然也不

可能，这个说法把画好文人画说得

很玄。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当代

很多画家，受限于个人修养，对中

国传统文化中至高的审美理想缺

少领悟和呈现的能力。所以我一

直强调：文史哲、诗书画是互相滋

养的关系，画家的知识体系必须是

全方位的，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理解

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才

谈得上文人画的复兴。”

——书画家刘斯奋说“文人画本

质是艺术的个性解放”

【陈师曾说：“文人画之要素：

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

四思想。”所言要素至今仍是标准。】

■“只说‘科教兴国’作为教育口

号是不妥的，因为它丢掉了人文，

而 没 有 人 文 的 教 育 必 然 是 短 视

的。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人文有所

放松可能是政策实际推行上的一

种牺牲，国事如麻，暂时搁一下吧。

问题是谁也没有出来把这个问题讲

清楚。明明说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都要，然而实际上，在推动公益性

的、为提高社会人文水平的事业方

面，做了多少事情呢？这种倾斜把

文化都推到经济利益上去了，社会

教育、道德、正义、艺术、爱情、人的

尊严等方面怎么办呢？那是不能与

金钱之价同日而语的。这样，在我

们的生活中，总是会遇到经济生活

的市场价值原则与非经济生活的价

值原则之间的差异与矛盾。所以，

我们必须着力自觉调理心态，调理

对现实的社会矛盾的认识。在置身

于不当的物质私欲引起的不良风

气中间，我们得心存是非，而不能

一味苟同钻营。”

——油画家钟涵说“我们得心存

是非，而不能一味苟同钻营”

【真画家应该是心忧天下的

知识分子。】

随子 点评

回 声 壁 看 点

3 月 26 日，“留法三剑客”中唯一

在 世 的 朱 德 群 先 生 走 了 ，享 年 94

岁。他的去世意味着“留法三剑客”

的远去，引发了大家自发的追忆和悼

念。

1935 年，15 岁的朱德群在父亲

的鼓励下，选择了在当时并不受鼓励

的远游之路，带着十几块大洋到杭州

艺专求学。1954 年，在台湾奋斗 6 年

后已获成功的朱德群认识到，当时的

台湾只能接纳到塞尚，再向前走，要

么 被 诅 咒 扼 杀 ，要 么 是 克 隆 别 人 。

1955年，他决定放下已有的教授职位

与名望，只身赴法。在法国，当朱德

群刚刚以古典写实绘画引起关注的

时候，他再次重新出发，终结了探索

20 年的古典写实绘画，投身于抽象

表现主义的探索。他随后创造出绝

世的西方图腾，为探索宇宙极限之

存在，进入了语言甚至诗歌所不能

达到的形而上的意识深处，从而奠

定 了 他 在 西 方 艺 术 领 域 的 大 师 地

位 。 1997 年 12 月 朱 德 群 荣 膺 法 兰

西学院院士，成为法兰西学院 200 年

来首位华裔院士和首位获此殊荣的

东方艺术家。

近年来“创新”二字一直出现在

我们的耳边。在 3 月 25 日由中国文

联、中国美协举办的“第三届造型艺

术新人展”作品征集会上，与会专家

纷纷吐槽，从历届作品和其他大型展

览的作品来看，中国年轻艺术家的作

品创新性不够。实际上，不仅是如

“造型艺术新人展”这样的官方组织

的高端大气展览，佳士得、巴塞尔在

挑选新一轮的市场卖点时，也将“新”

作为艺术的关键标准。

近几年以新水墨、新文人画、新

工笔为名的各类大大小小的展览层

出不穷，但很难说出几个出“新”的年

轻代表人物。国家财政拨款支持艺

术发展的力度空前，媒体行业的数量

之多和艺术市场的兴起，使得信息流

通的速度提高，成本大大降低，一个

好的艺术家出头的通道和机会非常

多。年轻艺术家面对着前辈当年不

曾享有的好市场，问题并非是机会紧

缺。但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环境

之中，优秀艺术家的崛起数量和质量

却难如人意，问题究竟何在？一些业

内人士将创新难的问题指向了标准

化、产业化的应试教育。在高考的指

挥棒下，强调记忆和标准的应试训练

扼杀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大

学教育的衙门化和滞后性，使得不少

大学生实际上荒废了宝贵的四年青

春。今日教育之种种问题，亟待解

决，但与此同时，价值观导向也不该

被忽视。

创新是极难的，而且充满风险，

时常意味着颠覆和离经叛道。纵观

朱德群先生的一生，他一直在刷新自

己，不怕失败，重新出发。小米手机

创始人雷军在接受财新传媒采访时

坦言，自己中年创业最大的畏惧不是

创业失败金钱损失，而是舆论压力。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中国艺术界仍

然缺少创新的氛围。而艺术的进步

恰恰需要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则需要

更为温和、包容的社会环境。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作为“心

跳—北京”艺术展参展作品，大型艺

术装置《520KM/H》日前亮相中华世

纪坛广场，作品由艺术家赵淑红根

据“和谐号”动车造型创作，以世纪

坛为背景，面朝南向正是繁忙的铁

路枢纽北京西站，与整个环境构成

耐人寻味的整体意象。3月 27日，中

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举办“我的

和谐号”文化交流座谈会，动车“和

谐号”设计师代表、艺术家以及展览

策展人等围绕中国动车短短几年发

展映射的中国社会变迁以及由此延

伸的艺术题材展开讨论。据悉，由

陈丹青、刘小东、谭平、赵淑红等参

展的“心跳—北京”展览此前曾作为

第 55 届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赴威尼

斯展出，《520KM/H》同时作为该展

览展陈空间容纳部分艺术家作品在

其中展出。

“和谐号”装置世纪坛展现艺术时速

本报讯 （记者张晶晶）3 月 25

日，“2014 第三届造型艺术新人展”

在京宣布征集作品。本届展览主题

为“新思维、新空间”。作品征集范

围限定绘画和雕塑两大类，从 1月 15

日起至 6 月 15 日止，面向全国各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作者征集，参选

者年龄要求在 18岁至 45岁之间。作

品须是近两年内最新创作且没有参

加过其他大型展览。中国艺术基金

会秘书长姜昆表示：“展览旨在鼓励

年轻人基于传统，用新的思维、新的

视角、新的创意进行创作。”据悉，主

办方将邀请国内著名艺术家、美术

评论家组成艺术评选委员会，通过

初评和复评选出 260 件各项入选参

展作品，并将设新人优秀作品、新人

佳作、新人佳作提名和入围参展作

品等奖项。展览将于 10 月 12 日至

2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第三届造型艺术新人展启动征稿

本报讯 3 月 27 日，由北京老舍

基金会、李苦禅纪念馆、报国寺收藏

市场和北京国信泰丰拍卖有限公司

主办的“收藏·发掘·出新”签名售书

活动在报国寺收藏市场举办。签售

新书包括由画家李燕、孙燕华夫妇整

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骆驼祥

子画传》和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武

训画传合集》，以及《为了记住的纪

念——孙之俊纪念文集》和李燕绘作

的《易经画传》等。3月30日，李燕、孙

燕华夫妇举办讲座，与大家分享《骆

驼祥子画传》和《武训先生画传全集》

出版、发掘、整理的过程。 （美文）

“收藏·发掘·出新”活动举办

本报讯 （记者李亦奕）3 月 21

日，“第八届 AAC 艺术中国·年度影

响力评选(2013)”新闻发布会在故宫

博物院举行，初评评选 12 项大奖的

入围名单揭晓。此项活动历时 3 个

月，在北京、深圳、武汉、上海四地共

完成 10 场初评评选与年度艺术论

坛，对 2013 年艺术界重点、热点问题

进行学术梳理、回顾与反思。据悉，

公众进入雅昌艺术网官方微博、微

信平台投票页面可参与评选各奖项

前 3 名的竞猜，提名奖名单将于 4 月

公布，最终大奖将保留至 5 月 23 日

“巅峰之夜”揭晓。

“AAC艺术中国”入围榜单揭晓

第十六讲：明清竹刻艺术中的文人元素

主讲人：左烨

开讲时间：4月12日（周六）14：30-16：30

讲座地点：北京市东城区菖蒲河沿9号皇城艺术馆

预约电话：010-59797651-827/829

主办单位：皇城艺术品交易中心

（详情请查阅官方网站http://www.hcys.net.cn。）

黄泽森

“传神会心·黄泽森画展”3 月 23 日在广

州南岸至尚美术馆展出，展览内容以西部阳

光、回望恒河、回望版纳、乡情系列作品为

主，共展出作品 56件。他的作品用墨写意大

胆、人物动态夸张，感染力强。黄泽森是岭

南画派的直接承续者，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中国画学会理事、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理事、广东画院特聘画家、东莞市美术家协

会主席。 （张晶晶）

▶上接第 1版

本报讯 （记者李亦奕）3 月 21

日，中国国家画院外聘研究员聘任

仪式在北京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

术中心举行。法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雷米·艾融、法兰西艺术院轮值主席

克劳德·阿贝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

埃里克·德玛杰赫、让·卡尔多等７

位艺术家受聘该院外籍研究员。据

介绍，中国国家画院在自身业务规

划中，除了集中中国优秀的艺术家

外，也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吸收世界

范围内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和理论水

平的专业人士，此次聘请的艺术家

都 在 其 领 域 对 世 界 美 术 有 重 大 影

响。今后，外聘研究员将通过参加

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重要展览和在

海外研究员所在地举办的艺术交流

等活动，推动中国国家画院海外知

名度和影响力的提升，为画院整体

业务发展发挥作用。

中国国家画院聘任外籍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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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梦想组成的，比如农民的梦想、老

人的梦想、孩子的梦想等。他透露，

自己正在创作的作品画面主体就是

一个悲喜交加的老妈妈和儿子的拥

抱 ，周 围 都 是 乡 亲 们 ，他 们 表 情 不

一，反映人物内心不同的心理、期盼

与梦想。

因一幅描绘年轻人现实生活的

《零点》而崭露头角的画家陈治，因

为父亲住院而开始考虑更深入的问

题，他说，“人人都在说‘中国梦’，我

的父母也有梦。当他们不缺少物质

条件的时候，他们的梦想是什么？”创

作的过程让他的思考变得成熟起来，

从关注同龄人的个性化生活转向对

父 辈 的 爱 ，“画 面 要 体 现 人 性 的 温

情”，他说这是创作给予他的收获。

绘画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反映当

下的文化需求，除了艺术创作自身

的要求之外，也需要更加开阔的视

野、真实的体验与行动。“我所理解

的艺术是在大时代背景下个体的生

命体验。”中央美术学院版画家陈琦

说，自己最初去国外时，总是不断地

参观博物馆，但是后来再去时，他告

诫自己，“看博物馆不只是向人家学

习，更重要的是找到自我，就是‘我

应该怎么做’。”

全国美展与春晚有许多相似之

处，人们寄望很多，却又常常失望不

满、批评嘲讽。这与遴选、评奖等机

制有关，也与浮躁的时风等不无关

系。上届美展上李节平的油画《小

夫妻》、柳青的雕塑《嘿！茄子》等让

人眼前一亮，但精品力作依然是时

代 稀 缺 品 。 代 大 权 认 为 ：“一 个 展

览，即使是包含了所有美术表现手

段的全国性展览，也不可能包揽一

切。”全国美展的发展历程，实际是

中国发展与进步的形象记忆，“它最

成 功 之 处 是 真 切 反 映 了 当 下 的 社

会现实，形象直观地承载了当下人

们 对 生 活 的 愿 景 。 如 果 失 去 了 真

实的标准，它就很难长办不衰。”他

表示，全国美展要坚持真善美的追

求，而对人性的坚守就是对真善美

的坚守。

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如何在思想

主题、艺术探索的规律以及当今中

国文化的国家形象等方面，更好地

体现其自觉意识和主动意识？中国

美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

江专门撰文《紧随时代，不断创新，

努力办好第十二届美展》，并提出了

四个关键词：中国气派，人民形象，

写生创作，艺术规律。倡导多花些

气力研究、探索和创作具有民族史

诗品格的佳作，坚持为普通人民造

像，坚持深入生活、写生创作，尊重

艺术规律。美展的序幕已经拉开，

在强大纷扰的现实面前，艺术如何

着笔，人们将拭目以待。

张东林

3 月 18 日 ，由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搜 藏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主 办 的

“ 家 园 —— 张 东 林

密体绘画展”在北京

现 代 收 藏 艺 术 馆 开

幕，展出其近作 30 余

幅。张东林的密体山

水画追求一丝不苟、

精巧细密的风格，每

幅作品大到山峦，小

到树枝都表现得十分

生动。 （冯智军）

许仁龙

“教学相长：许仁龙教学创作观摩展”3月 23日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学

展厅开幕，集中展示了许仁龙从艺 40 余年来创作的艺术精品近 400 件，

共分为山水、花鸟、书法、篆刻、写生与造型、创作、文献资料 7 个板块。

许仁龙 1978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1979 年调任中央美术学院

附中。他谦虚地表示，退休之际，专为学生办此展览，“虽无成绩夸饰于

前贤，却有失败教训警示于来者。” （徐新芳）

赵飞燕

3 月 22 日 ，“ 赵

飞燕书画展”在荣宝

斋大厦开幕。共展

出作者近年创作的

书 画 作 品 30 余 幅 。

赵飞燕现为北京市

书法家协会会员，是

第一位在荣宝斋大

厦举办书画展的“80

后”艺术家。本次展

览为作者首次举办

的个人展览，由天津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

版 的《赵 飞 燕 书 画

集》同期面世。

（梁毅）

舞
之
二
（
国
画
）

黄
泽
森

老树寒雀图（国画） 许仁龙

试问卷帘人（国画） 赵飞燕房山人家（国画） 张东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