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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美展折射新时代美术教育

第六届全国青年美展于6月8日在中国美术

馆的举办，成为2018年美术界最引人瞩目的展

览。此届青展包括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漆

画、插图、连环画和综合材料绘画等多个美术门

类，入选的387件作品足显其壮观规模；而创作上

的突破既在工笔、水彩与漆画等领域达到前所未

有的写实深度，也在以具象或表现性绘画的方式

进行时空穿越、以象征与隐喻来容纳更多的思想

内涵。此届青展这种看似波澜不惊的探索，已将传

统造型艺术与现代理念铆焊在一起，成为折射青

年艺术家人文思考的一种当代性表述。本年度其

他颇有影响的青展，还有以“视野与使命”为主题

的北京靳尚谊艺术基金会青年教师扶植计划创作

研究展、以“铸时代篇章”为主题的青年雕塑家作

品展和以“勇立潮头”为主题的浙江省第七届青年

美展等。和40年前借助外力打开艺术视野、突破

思想藩篱不同，这些青展着重在艺术多元化格局

形成之后如何深入构建中国的当代美术。

青年美展的这种创作样态，也在很大程度上

折射了中国当代美术教育的现状与水准。《美术》

杂志从本年第一期始，即以百年纪念的方式对蔡

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说”进行历史的学术

梳理，以此探讨这一教育思想对中国当代美术教

育体系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的确，中国当代

美术教育所具有的全球性与在地性，显然是20

世纪新兴的现代美术教育历经百年变革与积淀

的结晶。蔡元培对美育的倡导，直接促进了其时

国立高等美术教育学府的创建和中国现代美术

教育体系的形成。本年度迎来中央美院建校100

周年、中国美院建校90周年、延安鲁艺建校80

周年，她们规模宏大的系列校庆展览与研讨活

动，不只是对20世纪新兴美术教育的纪念，而且

是对中国美术教育现代精神的历史寻绎。

新时代对美术教育提出了哪些新要求，这无

疑是中国当代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教学改革的

重要课题。11月2日，国际美术教育大会在京召

开。这个以“新时代的美术教育”为主题的大会，

旨在让艺术教育作为改变世界的独特力量，构建

未来艺术的全新模式，书写全球艺术史的崭新篇

章。国际美术教育大会诸多教育管理者与学者提

出的未来艺术教育方向，让中国新时代高等美术

教育具有了新的全球视野。显然，新时代高等美

术教育既和过去的百年以中国对西方众多美术

学科的引进与移植不同，也和本世纪之初因中国

经济腾飞而引发高等美术教育大规模扩建与扩

招相区别，新时代中国高等美术教育是立足于不

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这一宏大

目标、从规模化向品质化的转型而展开。这表明

在高等美术教育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既存在差

距，也具有在地的某些独特性。因而，创建高等美

术教育的国际一流水准，就不仅指要具备国际高

等美术学科群的结构模式与前沿性，而且指要凸

显中国高等美术学科群建设的在地性与独特性。

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探索

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大回潮，是2018年美术

创作最为凸显的艺术现象。由文旅部组织实施的

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入选草图已达132个，

该项目本年历经多轮草图完善与观摩评审，已进

入放大绘制阶段；中国国家画院组织实施的“一

带一路”国际美术创作工程，已有188件国内部

分作品在11月21日通过评审验收。而已经展出

并获得好评的是，以“真理的力量”为主题的纪念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和以“古代文明与

当代社会”为主题的中国国家画院油画院“一带

一路”艺术考察专题研究展所推出的优秀主题性

美术作品。

应当说，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现当代艺

术思潮的影响，国内美术创作有关人物形象的真

实塑造曾一度被淡化和消解，代之的则是消费性、

碎片化的日常生活描写与私密性身体描绘。而造

型艺术在图像时代遭遇的困窘，不仅使众多画家

将照相图像直接搬进画面、混淆照相图像和造型

艺术形象之间的界限，而且，图像经验的形成，也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纪念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绘画创作之所以能够成

为本年度的创作亮点，就在于这些作品既运用图

像，又能跳出图像而进行造型艺术形象的再创作。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才发明了照相机，并为其中年

后留下极其珍贵的照相图像，这些作品的创作正

是借助于这些有限的图像，而对马克思生平进行

了较为真实的视觉还原。这里涉及了“合理的情节

虚构使主题形象化”、“性格、心理对人物形象塑造

的深化”、“主题性绘画独特的多人物组合与场景

再造”和“历史题材创作的多场景与多种表现手

法”等当代主题性创作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恰当

解决，才使得此次创作涌现出的众多优秀作品成

为当代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一次美学突破。

有关图像时代造型艺术的境遇以及主题性

美术创作的当代价值，显然不只是创作实践问

题，人们对此的漠视或误解，显然是受到西方现

当代艺术理论影响的结果，因而理论探讨成为破

解创作思想问题所亟需的钥匙。由《美术》杂志发

起的“图像时代的造型艺术”和“主题性美术创作

的当代性”专题研讨会成为本年度美术界引人关

注的学术事件。人们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经

历改革开放艺术洗礼的人都无形地抱有一种观

念，即西方现代主义的崛起，便意味着对再现性艺

术存在价值的否定；当代艺术的产生，从根本上说

是艺术生产与消费民主化、大众化的结果。因而，

在经历现代主义对艺术本体价值的追问和新媒体

对艺术观念性的探索之后，如何认知或重建主题

性美术创作的当代价值，也便成为时代为美术界

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这其中关涉了两个最

重要的基础理论：一是对图像时代造型艺术独特

性的价值认知，二是对造型艺术独特叙事性特征

的理论重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绘画

创作的突破以及带给人们的理论反思，就在于从

过度个人经验的书写转向了对历史宏大主题的

叙事；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回到情节的艺

术虚构，回到人物性格、心理的深层发掘，也才能

真正回到造型艺术本不该丢弃的独特叙事方式。

全球与在地深蕴的文化交互转换

2018年3月15日举办的“时代华章”第二届

中国画学会展和7月15日举办的“中国精神”第

四届中国油画进京展，都试图以较大的规模梳理

与呈现国画、油画的当下创作风貌。油画对于“中

国精神”意涵的凸显，显然不只是指表面的“写意

性”或“意象性”，而在于油画在具象写实、抽象表

现、象征寓意等方面所表达的当下中国社会的精

神心理，是当下社会的某种人文思潮通过油画呈

现出的审美特征。中国油画的这种当代风貌，或许

在以“中华意蕴”为主题的中国油画艺术国际巡展

于7月18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维多利亚诺宫展

出所获得的异国回响，能够得到更加明确的印证。

此展是继2016年7月中国油画国际巡展在法国

巴黎布隆尼亚宫成功举办后，再度将中国当代油

画的整体面貌呈现于油画故乡的展览。意大利艺

术史学家、策展人克劳迪奥·斯特里纳蒂在该展

研讨会发言时指出，中国油画不想成为西方的油

画，但是中国油画接受了西方的技术。他认为，不

是中国人来摸索西方的艺术技法，而是他们吸纳

了我们对艺术的看法，吸纳了我们的文化和传统

艺术，同时没有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意大利艺

术史学家加布里艾莱·西蒙基尼在发言中表示，

从这个展览的油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关

键的差别，中国的概念和西方的概念有很大的差

别。中国的绘画传统在逐渐改变，中国艺术家和

世界的关系也在逐渐改变，中国艺术家的艺术语

言也在改变。应当说，意方学界对中国油画的评

价是中肯而准确的，他们从中国油画里既看到了

中国艺术的改变和与世界艺术的联系，也看到了

中国从文化角度对这种外来艺术的再度创造。

如果说中国艺术这种与世界发展的紧密关

联同样还可以在“时代华章”第二届中国画学会

展得以窥见的话，那么中国新水墨艺术展

（1978—2018）则让人们更多地看到了西方现当

代艺术对于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的影响。前者以

“当代中国画的时代格局”为学术内涵，力图通过

“文脉传薪”、“时代丹青”和“都市心象”三个单元

来展示传统笔墨的现代转换。后者于12月18日

在北京民生美术馆开展，规模庞大的展览既系统

梳理了新时期从传统国画到将笔墨与图式融于

一体的新水墨的演变历程，也清晰呈现了从85

美术新潮而兴起的实验水墨到以实物、现成品等

多种媒材介入的观念

水墨的多元拓展。展

览以作品的方式呈现

了这40年间水墨画坛

的数次激烈论争，其

间所包含的创作理念

的突围与回归，实际

上都是在开放的语境

下，中国画受到西方

现当代艺术的冲击并

进行激进变革之后对

施行何种现代性转型

的探讨。这个展览或

还可以反用意大利学

者对中国油画的评

介，也即中国艺术内

部的变革更多体现了

与世界艺术的某种同步性。

更富有意味的是，12月18日同日在昆明开

幕的以“水墨之上”为主题的昆明美术双年展，展

示了来自亚洲18个国家与地区的艺术家共同通

过水墨这个中国媒材来讲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

的艺术故事，呈现了来自亚洲不同国家与民族对

水墨艺术的理解和再创。一方面，人们通过此展

看到了亚洲国家近现代以来受到西方文明的深

刻影响，其水墨之中极其鲜明地体现了西方写实

艺术以及现当代艺术的技艺与理念；另一方面，

也看到了他们对中国水墨拥有一种更深的文化

领悟力与文化亲近感。毕竟，与中国邻近的一些

国家所处的汉语文化圈，使他们的水墨之作本能

地更接近中国画的笔墨意蕴。这个展览与中国新

水墨展所形成的文化比照，就在于新水墨展以

40年之时间用欧美的艺术观念来接近世界，而

水墨之上展则揭示了亚洲其他国家用中国水墨

媒材而自然呈现的对中国文化的敬仰与探究，尽

管这其中都不免深含其国家与民族的在地文化

身影。而如若将该展和中华意蕴油画展比较，则

意义也非常鲜明，这就是艺术的“全球”与“在

地”，往往也只是文化的“他乡”与“故乡”的某种

有意味的转换。

40年美术现代性变革成为新的起点

以全国及各省、市举办专题美展的方式庆祝

改革开放40年，无疑已成为2018年美术界最重

要的创作主题与展览项目。5月30日中国美术馆

率先迎来了“新时代、新徽派”的安徽书画精品晋

京展，继之，则有7月27日“大潮起珠江”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8月9日“能量”

改革开放40年山东美术发展成果展、9月30日

“从长江走来”湖北优秀美术作品展等。其中，以

“大潮起珠江”为主题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

国美展以从全国征集与广东经典作品共同组成

的270件主题创作，再现了改革开放40年一些

重要历史瞬间，而以广东为主办方之一也在于凸

显其在改革开放中的前沿作用。此次展览不仅再

度彰显了历史主题性绘画对于当下中国美术创

作发展的重要性，而且也再度提示人们，已打开

国际艺术视野的当代中国美术如何能够在国际

艺术发展的格局中找准自我发展的定位。

的确，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尤其能够通过美术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得到

直观解读。1980年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拔得头

筹的罗中立《父亲》，之所以能够迅疾引起广泛的

社会反响，不只是首度借鉴照相写实主义手法、

画出像领袖形象尺幅那样的精细刻画的农民头

像，而且是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仍然贫

瘠落后的中国农村。此后，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

奖的詹建俊《潮》，对青年农民形象的塑造，恰恰

表达了思想解放的时代大潮对中国乡村的唤醒。

作品以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手法，为人们描绘了

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在整个中国乡土大地焕发出

的时代激情。而第八届全国美展中郑艺的《走近永

恒》、第九届全国美展中王宏剑的《阳关三叠》、第

十届全国美展中忻东旺的《早点》和第十一届全国

美展中李节平的《小夫妻》等，早已成为改革开放

40年中国美术的经典，这些作品对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进城打工并成为城市新兴阶层——农民工的

表现，也已成为这一时代最典型的农民形象。这些

作品传递出来的既有打工者的艰辛、拼搏与喜悦，

更有对中国农民从土地的守望而积极投身现代社

会建设并改变命运的奋斗精神的发掘。

其实，历数改革开放40年中国美术创作各

个阶段那些让人激情难掩的经典名作，都不难发

现这些作品对当代文化思潮与人文精神的审美

刻录。从对“内容决定形式”的诘问到85美术新

潮的“观念更新”，从“中国画穷途末日”的激烈论

辩到“新文人画”的逆潮而兴，从“自我表现”的现

代主义运动到“新古典主义”兴盛而崛起的写实

画派，从“笔墨等于零”的质疑到“守住中国画的

底线”而促成的“黄宾虹热”，这40年中国美术思

潮与运动的跌宕起伏，似乎都和社会审美诉求的

表达及艺术探索的开放度相同步。由此形成的中

国当代美术形态，无不以关注现实、贴近民生、书

写情思的现实主义为其基本创作方法；而在艺术

表达方式上，则又从某种单一的表现禁锢中解放

出来，从具象到表现，从意象到抽象，从再现到象

征，从挪用到隐喻，从观念到实物，艺术的个性化

追求与探索被普遍视作艺术之生命。尽管改革开

放40年，中国美术不断占位于全球艺术的发展

空间，但中国美术的当代性却始终不离不弃现实

主义创作方法，并与在潜意识里寻求创作灵感、

在梦幻心理内探求形象来源、在行为表演中实现

社会效应保持着某种距离。

岁尾，上海博物馆以“丹青宝筏”为主题开幕

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再度引发社会的观展潮，

在经历20世纪以来屡次文化革命、艺术变革之

后，人们反而开启了对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审美的

重识旅程，中国文化的传承性似乎本能地具备了

一种不断穿越历史的基因。这意味着，改革开放

40年中国美术所发生的剧烈现代性变革已成为

一个新的起点，人们更期待中国美术在全球艺术

发展的未来空间占位中，能够更多地从民族艺术

养分里获得能量与启示，从而为人类艺术发展探

寻一条中国式的现代艺术发展道路。

2018注定是历史进程的一个节点，40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也极大地推

动了中国美术的深度现代性转型，这便使得本年各种创作展览都具有了某种回望与前瞻的意味。艺术的

变革与传承其实就是个不断往复轮回的过程，激荡时代的变革也因平缓时代的继承而凝聚新一轮力量的

爆发，新的启程就成为平缓之际一种理性的远望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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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晚，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内蒙古文联共同主办的“歌从
草原来——内蒙古采风原创歌曲演唱会”在北京天桥剧场举行。演唱
会在《草原新曲》优美的旋律中拉开序幕，演出分为“天堂牧歌”、“北疆
壮歌”、“草原恋歌”、“幸福赞歌”四个部分，包含《蒙古包》《爱在草原》
《我的故乡天正蓝》等18首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的优秀草原新歌。拉苏
荣、金花、吕继宏、王宏伟、呼斯楞、胡大亮等20余位老中青三代歌唱
家和新兴音乐群体代表倾情演绎，为观众展示了内蒙古淳朴的民风和
新时代的豪迈风采。演唱会在歌曲《马上再出发》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2018年6月，按照中国文联统一部署，中国音协组织著名词曲作
家赴内蒙古通辽、海拉尔等地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创作活
动。半个月时间里，30余名全国著名词曲作家和新兴音乐群体代表，
一路追随乌兰牧骑的脚步，在科尔沁、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跋涉2700多
公里，创作了29首具有鲜明内蒙古民族风格和新时代特色的优秀歌
曲。据悉，此次演唱会呈现的18首歌曲就是从中精选而来。

（许 莹）
呼斯楞演唱《梦中的骑手》 卢业勇 摄

由吉林市话剧团创排的儿童剧《靰鞡草的故事》1月15日在京上演。该剧以东北

抗联事迹为表现题材，讲述敌占区少年儿童如何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成长为坚定的革

命战士的故事，塑造了福生、虎子、二丫等性格鲜明的少儿舞台形象。孙喜军、陆吉平任

该剧编剧，陆吉平兼任该剧导演。

剧中，贯穿始终的线索“靰鞡草”以质地坚韧、耐寒、顽强等特质，象征了抗联战士身

上所具备的宝贵品质；抗联队伍中许多“编外”小英雄，以人小不易被日伪军发现为掩

护，积极投入到全民族的抗日事业中，也正像是靰鞡草一样，顽强而可贵。同时，剧作以

靰鞡草这一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物件为重要意象与寄托，带领当代小观众们重温历

史，并激发起观众对勇敢无畏、顽强抗争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致敬。

该剧是2018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曾获上海“第十二届优秀儿童剧展演之

优秀剧目奖”。陆吉平表示，此次晋京演出适逢中国儿艺第五届新春儿童戏剧嘉年华，

希望能借此用戏剧的方式给今天的孩子们讲一段不该被忘记的历史。 （路斐斐）

儿童剧《靰鞡草的故事》晋京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