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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源头饮水 与伟大同行
——访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

□刘 杨 贾毓秀

访谈录

1928年4月8日，蔡元培先生在国立艺术院的开学式发
表了《学院只为研究学术而设》的著名演说，提出“大学院在西
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改其迷信的心为爱美
的心，藉以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从此揭开了中国高等美
术教育的篇章。95载光阴流过，中国美术学院已经发展成为国
内学科最完备、规模最齐整的高等美术院校。新时代以来，学
院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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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嘱托为指引，高扬

“中国艺术的先锋之旅，美术教育的核心现场，学院精神的时
代宣言”，持续推进世界一流美术学院发展。今年4月8日，中
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代表学院发布了建校95周年系列学
术活动计划，并宣布将这一天定为“国美发布”日每年举办。未
来如何推动朝向百年的“国美进程”和“学院行动”，中国美术
学院院长高世名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采访者：今年，95周岁的中国美术学院在校庆日提出了打
造“国美发布”，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高世名：95年前，蔡元培先生在我校开学式上明确提出设
国立艺术院，就是要以爱美的心，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在
百年前的中西文明冲突之下、民族危难之际，蔡先生就将目光
聚焦到新人之养成，人类生活之建设。可以说，中国美院就是
新文化之子。在新文化学人们看来，解决中国问题之关键，正
是从生活世界之重建开始，实现中国人的自觉、自为、自立与
自强。

95年后的今天与蔡元培先生的时代相比，艺术不再是文
人的风花雪月，它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创新的知行之道；艺术教
育也不只是涵养心性的修养之功，它成为一种扎根中国大地
的有为之学。95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学院更是发展成为全球最
大的美术学院之一。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4月8日定为“国美发布”日。作为由
中国美院发起的年度创意活动，每年的这一天我们将发布领
风气之先的新理念、新创意、新产品、新平台。这里的“我们”，
不只是中国美院的万余师生以及广大校友，还包括矢志投身
中国文化艺术创新发展的所有艺术界、文化界、创意界、产业
界的朋友们。我们志同道合，满怀期待，一起将“国美发布”打
造成为一个全体创意人群的公共平台、一个文化艺术界共同
的节日。通过这个平台、这个节日，我们将标举视觉文化的创
意刻度，共同塑造中国当代的创新进程。

采访者：这次“国美发布”中最受瞩目的是书法学院的成
立，今年也是中国书法高等教育开创60周年，在此背景下，书
法学院的成立有何意义？

高世名：书法是中国人独特、高妙的文明花朵，贯穿了视
觉和文字两种文化体系，是贯通图像与语词的桥梁。书法从中
国人文大传统中滋长而出，书法史也是文章辞华的历史，我们
可以通过书法通达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伟大经典。书法是最日
常的艺术，在古人那里是日用的艺术。书法又是最高妙的艺
术，是二维平面上的三维运动，同时又是时间中笔笔生发的演
历过程；若再加上声与义，书法就是名副其实的“高维创作”，
在迹与象、意与态之间相互激荡。

我们的书法教育中有两种信念，其一，书法是日用之道、
修养之学，老先生们将书法修习与求学问道视作一体之事，认
为书法与学问无法分割，须积学而成；其二，书法又是一门艺
术，它很早就从日用中拔地而起，成就艺术之自觉。虞龢《论书
表》中那些魏晋书家的故事，处处显示出书法之为艺术的风采
与尊贵。当然，书法之为艺术，根本上说是身心一如的修养实
践。“使转见性灵，点画为情致”，“起落微茫”，不只是运笔技
巧，更是身心状态，所以我们说“字如其人，见字如面”。

在我看来，书道之大，正是由于它通达于汉字的文、字、
书、形、声、义，由字上溯至“文”，那是天地文章之“文”，是世界
的纹理与迹象，这就是文明源头上的书法之根。书写于文明史
的终极意义，就是回到天地文章的原始状态中，近取诸身,远
取诸物,于俯仰之间演历仓颉造字之际的生发气象、变幻万
端。从万端至于无端，自莫名臻于无名，由是循环在手，低徊于
心，有迹无形，今古苍茫。

今年是中国书法高等教育开创60周年，我们的书法专业
自创立伊始，就是以两千年汉字和书写的整部大历史作为教
程，这在全世界的艺术教育中是极为罕见的。60年前，潘天寿、
陆维钊、沙孟海等老一辈艺术家有感于当时中国书法后继乏
人，民族艺术岌岌可危，以“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筚路蓝缕，在浙江美术学院开创了新中国第一个高等书法
专业方向。60年间，中国美术学院积极回应时代所需，紧紧围
绕学科发展，支持书法专业和学科的改革与建设，始终以强烈
的使命意识，不断完善本硕博人才培养格局，努力提升书法专
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在教学中既重视书法作为中国传统视觉
艺术的审美品质锤炼，又强调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
文心塑造。书法学科的升级，对提高完善我国高等书法教育的
质量和人才培养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的成立是对
时代需求的积极回应。

采访者：中国美院历来重视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创新，近期
推出的“宋韵今辉”艺术特展，是否就是一种艺术与教育相结
合的古为今用、与古为新？

高世名：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联、浙江省文
化和旅游厅等联合主办，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浙江省博物馆
承办的“宋韵今辉”艺术特展，系统呈现了从宋、元、明、清到近
现代江南地区的宋韵书画艺术文脉，让所有人都真切地感受
到了这些800年前的艺术杰作的永久魅力，我们希望以此打
开一个新的语境，即今天的艺术学院要跟伟大传统对话，这是
我们的初心。学院一定要对正典做精深研究，承接中国古典脉
络并发扬它。中国艺术讲究一方面与古为徒，另一方面与古为
新。我们从来都是跟伟大传统不断地相应和，在不断地酬唱应
答之中，开始我们的创造。

当然，“宋韵今辉”不仅需要回应伟大传统，还须开辟一方
新天地。如果说特展“湖山揽胜”是宋韵传统的高峰，那么，谁
能够配得上“今辉”？我觉得20世纪两位大师黄宾虹、潘天寿，
他们既是回应了宋人，承接了大历史，同时又能够从传统中打
出来，别开生面。展览同时把两位先生的作品呈现出来，并展
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几代美院学子的宋画传习，从中我们可
以看到，在不同时代中国美院的教学是如何对中国伟大的绘
画传统进行研究、传习、追摹、演化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在
当代对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正
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2022年，中国美院在杭州成立中
国美院湘湖校区，打造面向全国艺术同道的“国学门”，就是想
团结所有热爱中国艺术的同道，固本培元、守正创新，营造艺
术创新的学术土壤，共同开辟新的局面。

同时，此次艺术特展系列亦成为了一个社会美育大课堂，
让观众在真迹中寻找“真山水”，释放文化感受的公众接口，打
造别开生面、全民参与的社会美育行动。我们要接下古人的衣
钵，作为实物的衣钵在博物馆里，作为道艺的衣钵在学院里，通
过这个展览，它们对接在了一起，成为一代学子的“心印”。这就
是衣钵、传人、道场三方面的结合。当代社会里的艺术教育有两
个现场，学院和博物馆，现在这两个现场结合在一起了。

采访者：您认为艺术与科技的跨界融合为教育带来了哪
些思考？艺术教育能为推动社会更新产生怎样的影响？

高世名：近年来，中国美院一直在强调“人文科技双向会
通”，这不只是所谓的“科艺融合”，更是希望构造起一个艺术
和技术、科学与哲学交互作用的动力机制。艺术学院为什么要
关心科技？因为今天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彻

底改变了教与学的方式，同时也
正在改变学院的形态、艺术的价
值。我以为，人工智能科技越发
达，艺术越重要。当然，她也需要
面对新世纪、新时代的许多新命
题：全球范围内艺术的商业化与
政治化、技术的智能化、感性的
贫困化以及创造力的亏空化。面
对人工智能巨大的形式衍生力和
视觉生产力，我们如何将AIGC
的无限生发转化为可控生产？面
对日益自动化、智能化的新媒体，
艺术如何重建引导心灵转向的

“有情之学”？面对越来越学科化
的教育体制，艺术教育如何成为
融入历史进程、推动社会创新的

“有为之学”？这都是我们一直在
思考的。

中国美院多年来还在倡导
“以乡土为学院”的教育主张，旨在扎根中国大地搞艺术、办教
育，奔赴生产生活、城乡发展的最前线。近两年我们成立的“美
丽中国研究院”，倡导的便是以中国美术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我们所要做的是在跨界贯通中打开生活艺术的新可能，在落
地实行中激发文化生产的新方式，形成艺术文化赋能社会发
展的新实践，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人文艺术的新能量，串联
起一大批优秀的行动者，建立起第一个美丽中国建设的设计
案例库，形成美丽中国跨界创新的“智联网”，呈现出美丽中国
建设的多元维度。

采访者：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了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新
技术所带来的从产业到社会意识的更新。在这次“国美发布”
中，中国美院宣布成立“洞天：国美在线艺术社区”和“元宇宙
艺术学院”，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新趋势和新关口，这两个举措
有何深意？

高世名：我以为，人工智能科技越发达，艺术越重要。因为
ChatGPT之类智能技术能够替代的只是模态化知识、衍生性
智慧和可重复性劳动，无法替代真正的感受力和创造力。

在设计领域，曾经作为现代生活之发明者的设计、曾经建
构宏大社会想象的设计、曾经作为革命和解放力量的设计，已
经被窄化为全球制造业链条中的一个生产环节。甚至，它已经
被异化为熊彼特所谓全球资本“空间再生产”和“创造性破坏”
的力比多、催化剂，成为消费主义品牌战争的“白日焰火”。创
造新生活的设计原动力被置换为功能的优化、花样的翻新、品
牌的包装推广，以及成本和利润的精明算计。设计越来越产业
化，越来越沦为一种服务业，所生产出的不再是新社会的愿
景、新生活的方式，而是单纯的利润。我完全不担心AI会替代
人的创造，因为能被替代的就不是真正的创造。人工智能就像
一个检测创造力的坐标轴，它会帮助我们理解怎样才算真正
的创造力，如何才是真正的艺术——那些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冲动、感受、想象、技艺和表达。

“洞天：国美在线艺术社区”和“元宇宙艺术学院”是我们
面对新形势、运用新技术打造的艺术教育新工具。元宇宙、混
合现实的未来场景为艺术家和设计师提供了无穷的任务书。

“洞天计划”是多人实时交互的在线艺术社区，“元宇宙艺术学
院”是单人沉浸式体验的混合现实界面，它们都是中国美院面
向数字智能时代推动艺术教育迭代的实验界面。我们希望构
造起一个艺术和技术、科学与哲学交互作用的动力机制。2018
年，国美创办了以艺术与科技为主要专业方向的创新设计学
院，工科学生、理科学生可直接通过高考进入学院，这几年，他

们与文科学生在同一个教育体系中学习，形成了中国艺术教
育的新局面。今年10月，中国美院良渚校区将全面开园，我们
期待着在美学与伦理的辩证融通中重建设计人文，在艺术、科
技、商业的跨界融通中推动创新。

采访者：今年的“国美发布”中，发布了一个新平台——中
国电影高等研究院。这是继去年中国美院正式成立了中国美
术高校中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电影学院之后，在这一教学领域
的又一重要举措。您如何看待把电影作为美术学科建设的重
要方向之一？美院在人才的引进方面又有哪些考虑？

高世名：中国电影高等研究院和社会美育学院是今年中
国美院发布的两个事业新平台，这两大平台体现了中国美院创
造公共文化、推行社会美育的责任担当。实际上，电影对20世纪
一切艺术都有着再造之功，它构建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
感性和伦理的综合构造。这个构造映射到一切现代主义表达
之中，从文学的普鲁斯特、乔伊斯、托马斯·曼到戏剧的布莱希
特、贝克特，从绘画史上的毕加索、基里科、达利，再到建筑师
中的柯布西耶、西扎、屈米、库哈斯……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可
以发现电影的潜在影响，无论是观念或形式、技术和手法。

中国美术学院在影像教育这条路上已经耕耘了许多年，
如果从1980年代后期中国录像艺术的生成来算，我们在这条
路上已经走了有35年的历史。而中国美术学院和电影的关
系，是从一个电影的梦想开始，从胶片——过期的胶片开始，
接着开始慢慢进入这个方向的教学的。美术与电影的融通，核
心在于怎么讲故事。在中国电影史上，绘画出身而做导演成功
的例子也不乏其人。有代表性的是杨福东，他毕业于中国美术
学院油画系，现在是国际知名的影像艺术家。2002年，他的第
一部影片《陌生天堂》在德国卡塞尔文献展首映，影片以西湖
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散发着“存在主义气息”的故事。前年我们
联合出品的《云霄之上》获得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天坛奖”，
今年刘健执导的动画电影新作《艺术学院》又入围了柏林电影
节的主竞赛单元。

近年来，中国美院聚集了徐小明、万玛才旦、陈玲珍、
Mary Stephen、张献民、杜海滨、刘智海等一批优秀电影人，
培养出了一大批备受业界关注的青年电影人。我们期待着与
各界同仁们携手同心，以电影人的初心，共创中国电影的“浙
江潮”。通过电影学院、动画与游戏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来
构造有品质和深度的公共文化。未来5年我们会有更多的电
影产出，中国电影高等研究院成立后会有一系列的举措，希望
能够形成当代中国电影的创作中心之一。

采访者：今年，中国美院正式启动了“百年巨匠”研究
工程，可以说建校95周年的系列发布，也是一次朝向百年
的致敬?

高世名：的确如此。在中国美院近百年的历程中，历代名
师大家如璀璨星群，照亮了中国现代艺术史的天空，也构成了
国美的精神脉络与学术底蕴。从今年起，我们将正式启动“百
年巨匠”研究工程，直至2028年百年华诞。今年，我们还将举
办“林文铮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座谈会”“吴大羽先生诞辰
120周年纪念大展”以及亚运会期间举办“大道无极——赵无
极百年大展”等学术活动，以纪念名师先贤为契机，深入梳理
中国现代艺术和艺术教育的历史脉络与精神谱系。

每到重要的校庆之年，我们都会追溯学校的历史，重温国
美的荣光。但这不只是为了完善我们薪火相传的“国美叙事”，
更是为了继往开来，为艺术和艺术教育探索新的命题、打开新
的愿景。新世纪以来，中国美院逢“五”的校庆主题活动也都超
越国美校史，指向学术前沿。75周年校庆的中心项目是“地之
缘：当代艺术的迁徙与亚洲地缘政治”，那是中国艺术界第一
次主动对“文化亚洲”“亚洲现代性”进行系统探究与表达。85
周年校庆，“八五·85”主题展将85年的历史投射在1985年这
个时间切片之上，以作品、文献、短片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呈现
了几代国美人在1985年的历史经验和艺术实践，其实质是一
场历史哲学的影像实验，其目的是“把可能性还给历史”。今
年，95周年校庆的核心学术活动是“Inter-World-View：世
界文明互鉴”。这个活动的问题意识与20年前的“地之缘”一
脉相承。我们将发起一场“教学—创作—行动—传播”四位一
体的艺术行动，学院团队将奔赴10余个世界文明史发源的重
要现场，感知文明史的宏大进程，探究文明互鉴的隐微脉搏，
开展分布式论坛并拍摄主题影片，最后形成论坛与展览。“In-
ter-World-View”既是“世界观的对话”，又是“跟世界谈
谈”。我们要在世界文明互鉴的框架下，在“世界观的对话”中，
将人类文明史中最高明深邃的优秀传统视作我们创作的命
题、艺术的土壤、精神的根基，追溯正典、广纳博收，在世界文
明的交流与互鉴中“与古为新”，这就是“到源头饮水，与伟大
同行”。

（采访者刘杨系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助理研究员，贾毓
秀系中国美术学院融媒体中心编辑）

“大地之歌——2023美丽中国纪事”展览现场 2020年“青山行不尽——唐诗之路艺术展”现场

2020年“近未来·可能生活”跨媒体艺术节展览现场动画电影《艺术学院》国际版海报

高
世
名

2021“现在史·第三届之江国际青年艺术周”开幕式，元宇宙虚拟现实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