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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重庆市举办题为《回响——重庆美
术六十年》大型艺术文献展，展览筹备工作长达
一年半。其间，参与展览筹备工作的专家组多次
开会列数为推动共和国美术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的重庆几代美术教育家、美术家。作为专家组成
员，我在会上提出，回顾和梳理重庆现代美术发
展的历史一定不能忽略万从木先生以及由他参
与创办并主持工作多年的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的
历史性贡献。由是，万从木先生的作品第一次走
进了重庆美术馆与观众见面。然而，对于这位在
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中有杰出建树的前辈，今人
却知之甚少，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各种文本文
字，对万从木其人其事亦鲜有记载，以至于业内
对他也近乎淡忘。

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对万从木的认知源于对
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历史的研究。早在1988年，
我在重庆图书馆所藏大量尘封已久的抗战历史
文献资料中，就曾看到关于万从木等人创办西南
美术专科学校的相关历史资料，然而当时并没有
太多注意。因为在战时首都重庆，相对于中央大
学美术科、国立艺专、武昌艺专等一批在中国近
现代史上影响大、资历深的高等美术院校来说，
无论其规模和影响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私立
西南美术专科学校是不会引起太多注意的。在吕
凤子、徐悲鸿、林风眠、张大千、唐一禾、傅抱石、
陈之佛、黄君璧等一批中国画坛上名声显赫的大
家之中，素来低调为人做事的万从木不会格外令
人关注。

后来，我们决定对万从木以及西南美术专科
学校的历史做专门研究是出于以下缘由：

其一，抗战时期活跃在大后方画坛，成就中
国美术主流影响的高等美术院校，以及美术家、
美术教育家，大多数都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从
外地迁到大后方的；那么，重庆以及大后方本土
的美术院校以及本土的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的情
况是怎样的呢？置身抗日救亡的历史潮流中，他
们的作为和贡献何在呢？这是抗战大后方美术史
研究学人必须想到和顾及的方面。

其二，追溯四川美术学院、西南大学美术学
院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我发现，这两所在当今中
国美术史、美术教育史上不可小觑的高校，在历
史上都曾与当年的西南美术专科学校有关。两所
学校的一些教师曾在新中国建立前的西南美术
专科学校念过书或任过教。

其三，我在查阅历史文献时发现，抗战期间
以及其后的时日，重庆多家报纸上时有关于万从
木为给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筹集办校经费举办画
展的消息报道。如1945年12月6日的《益世报》，
以《万从木画展为西南美专筹集基金》为题刊登
记者专访，文中写道：“本市著名画家万从木君，
早年留日，精研笔画，学成归国，在川创办西南美
专学校，英才乐育，桃李满门，为蜀中夙负声望之
艺术家，近因抗战结束，特将近年精心作品于本
月八九两日假夫子池青运会公开展览，以得笔润
充作该校设备基金……”

其时的西南美专是私立学校，办学经费除了
学生缴纳有限学费外，大量经费需要办学者自
筹。然而，自筹谈何容易，特别是在战乱时期！从
一些历史资料中可见，万从木等人为筹措办学经
费，四处求人、八方设法，真是费尽了心机。举办
画展卖画、组织学生上街募捐演出，固然可以有
一些收入，而对于一所学校的运行来说，这些办
法都不过是杯水车薪！以至于往往在学期结束之
际，学校连教师的薪资和学生的伙食结余都无法
结付。

面对窘困，万从木经常不得不靠变卖家什来
应付高筑的债台。很难想象，一所民办的美术专
门学校就靠东拼西凑艰难度日，竟坚持办学20
多年。看到昔日报纸上关于万从木与西南美专的
相关消息、报道，真是让人唏嘘不已。于是，2008
年，当我和我的团队受任重庆市社科研究规划重

大课题《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后，便决定对万从
木和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的坎坷历史做专门研究。

万从木笔名竹山山人、停云阁主，重庆市永
川区大安场人，1899年生。其父万德轩系前清举
人，在万从木一岁时便因病离世；其母在他十一
岁时也撒手人寰，万从木的幼年可谓孤苦伶仃。
然而，人生的坎坷却不能泯灭萌发于其幼小心灵
中对绘画的喜爱。在家乡读完中小学后，万从木
得亲戚资助到上海美专求学，1919年又远渡东
瀛，入日本京西美术专门学校学习西画。两年后，
万从木回国，先在江西景德镇陶瓷厂做陶瓷画，
尔后返回重庆，在中华大学、川东师范学校、重庆
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陶瓷专科学校，以及多所中
学教授美术课程。其间，他还创办了《世界美术画
报》杂志，向尚且闭塞的中国西南内地介绍世界
上的优秀美术家及其作品。同时，他还多次举办
画展，在重庆颇有影响。

1925年，万从木与早年同赴上海求学的何
聘久、黄伯廉、杨公庹等人合作创办了重庆第一
所以传授新美术为其宗旨的美术学校——私立
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西南美术职业学校）。学校地

址最初在重庆市区的张家花园，后迁到铁板街，
1933年又迁至市郊上清寺。抗战全面爆发后，中
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迁，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
都。1939年始，重庆遭受日本军机轮番疯狂地无
差别大轰炸，以至市面瘫痪。西南美专校舍被炸，
几度搬迁均不得安生，遂迁至成都乡下的一座庙
宇中艰难维持教事，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又回到
重庆上清寺原址。原址所在的街道便由是得名

“美专校街”，沿用至今。
西南美专建校后不久，首任校长杨公庹即因

病去世，何聘久也离开学校就任政府公职。校长
一职便由万从木接任，黄伯廉任训育主任兼英语
老师。二人在西南美专共事20余年，直到1946
年，黄伯廉离开，西南美专则由万从木主持直至
新中国成立。1951年，西南美专与蜀中艺专合并
为重庆艺术专科学校。1952年4月，重庆艺专全
体教职工和三年制学生并入西南师范学院，五年
制学生并入成都艺专，随后成都艺专美术科与西
南人民艺术学院合并为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区别
新中国前建立的私立西南美专），1959年改为四
川美术学院。

抗战时期，万从木等人兴办西南美专困难重
重。他们一方面想尽办法筹措办学经费，维持学
校教学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还带领学校师生积
极投身于大后方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万从
木还曾多次举办和参加大后方的抗战画展。
1938年5月，重庆抗敌后援会绘画组委会举办

“抗敌绘画展览”，万从木用中国画形式创作的漫
画格外引人注目。《时事新报》在5月26日刊登
的《抗敌画展》一文中写道：

“本市五月抗敌宣传大会绘画组自前（二十
四日）起至月底假木牌坊英年会会址举行抗敌画
展，其收集油画、水彩画等一百五十六件，皆为名
家作品，如余文治之《共鸣》寓意深奥，余文甫之

《收尸》《群力》，及万从木之中国画《民族英雄》，
均为不可多得之作，其他以国画手法所作之漫画
更别具风味，另创一格云。”

万从木用中国画的手法创作抗战题材的漫
画，是抗战时期中国画家的创举。在他留下来的
作品中，我们看见了不少这样的漫画作品，如《逃
亡》《抗战到底》《搬回老家去》《努力前进歼灭倭
寇》《前方拼命后方出钱》《共同奋斗打倒暴日》

等。这样的作品不但开拓了观众的眼界，也给其
他艺术家以启示。在此后大后方的一些报刊上我
们看到，一些著名的中国画家包括林风眠、李可
染等人，也纷纷用中国画的方式创作抗战题材的
漫画作品。

1942年10月25日至26日，万从木在成都
举办个人画展，《新新新闻》于10月27日报道：

“从木画展已于前日在春熙路重庆银行举行，作
品一律不出售，内容丰富，尤以关于抗战作品最
引人兴奋，现因各方来函，请续展一日，遂决于本
日续展一日，欢迎各界参观云。”以上史料反映了
抗战时期万从木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

作为一名中国画家，万从木有深厚的传统功
底。他在1949年画的一套《十八描法》册页，从一
个方面显示了他对中国绘画传统的深入研究和
认知。1957年冬，他为这份昔日之作加写一段题
记道：“六法懂来气韵通，曹衣吴带如当风，此中
妙用还须记，运笔传神今古同。”对于中国画家来
说，通常是在中年以后方进入艺术创作的黄金时
期。然而在万从木留下来的作品中，50岁以后即
新中国成立后的画作却不多。这无疑与他此后的
不幸经历有关。于是，我们的研究更着意于新中
国成立前他的艺术创作。果然，他对中国书画学
理的通晓和传统笔墨的修为，在他创作于20世
纪40年代的作品中均有生动的表现。他于1949
年（己丑）秋创作的一批山水画，娴熟中不乏老
道，简约中蕴涵精致，法度中透出鲜活，笔墨之间
显露出雅致清新的品格。

万从木的画路很宽，山水、人物、花鸟均有涉
及。早年他求学上海美专，后又到日本学习，所接
受的西洋美术教育对其日后的中国画创作产生
影响。如画中对色彩的讲究和强调，特别是在许
多花鸟画中，可以看到他对色彩独具匠心的设
置。当然，我更在意的还是他的山水画，以为这是
他艺术创作取得重要成就的方面。

在我所见过的万从木的山水画作品中，有两
件令我印象特别深。其一是2011年1月，在电视
台举办的一期“寻宝”节目中，一位四川藏家拿出
的一件万从木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水墨山
水人物画。这幅作品笔法之苍劲、形式之独到、造
型之朴讷，令我过目不忘。另一件则是一位重庆
画家收藏的一幅万从木创作的浅绛山水画。画
间，浑然一气的用笔、融会一炉的色墨，充分显示
了其技艺的纯熟和造诣的深厚，题跋表明，这幅
作品的创作时间是民国三十五年冬。

对于万从木的山水画，四川美术学院绘画教
育的奠基人、已故画家叶正昌教授曾评价其“笔
墨淋漓，气势磅礴，于自然中求变化，泼放中见神
韵，不为陈规旧法所拘，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另
有业内人士认为，万从木的山水画有龚晴皋的风
范，人物画有八大山人的意味，行草书风宗孙过
庭而有出新。遗憾的是，这类见品格见修养的作
品，在他以后的创作中很难再见到了。“回响——
重庆美术六十年”大型展览中展出的他的一幅
《山水》中堂，场面宏大、设色热烈，但由于题跋残
破、文字不全，其创作年代等要素均有待稽考。

20世纪20至40年代，特别是抗战时期，万
从木投身于艺术教育事业和艺术创作，可谓呕心
沥血、竭尽所能。他与同仁共同创办的西南美术
专科学校，实为西南内地新式艺术教育的滥觞。
先驱所为，为日后建设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现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打下了基础，
功绩俱在。因此，当我们回顾过往，梳理重庆乃至
西南地区近现代美术的发展，认识、评价几代艺
术家创造的历史恢宏，不应该忽略和忘记发端历
史的先行者。

万从木于 1971 年病逝，终年 72岁。2004
年，这位曾为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事业、美术事
业默默奉献一切的老人，被评为重庆历史名人。

（作者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重庆现当代美
术研究所所长）

一位不应被忽略的美术教育家、美术家
——万从木与抗战时期的西南美术专科学校

□凌承纬

艺 谭

春江泛舟 万从木 作无家可归（漫画） 万从木 作各尽其责（漫画） 万从木 作

逃亡（漫画） 万从木 作

本报讯 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
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指导，中国美术学
院主办，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西湖区人
民政府、余杭区人民政府、萧山区人民政府
共同协办的“世界树·2024中国美术学院
毕业季”将于6月1日正式启动。

据介绍，届时毕业季将在中国美术学
院象山展区、良渚展区、湘湖展区，浙江美
术馆、浙江图书馆之江馆、世界旅游博览
馆、全山石艺术中心、天目里八大展区同时
开幕，共呈现20个教学单位总计2868位
毕业生（本科生1834人，硕博1034人）的
毕业创作，开启一场遍布杭州、广泛跨界、
青春洋溢的艺术节日。6月1日当晚，毕业
季开幕展演和时装秀将在中国美术学院良
渚校区上演并在相关平台开启线上直播，
线上毕业展将在“洞天：国美在线艺术社
区（CAACOSMOS）”同步上线。

“艺术除了创造美，还是社会创新的源
动力。”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表示，希
望能团结社会各界力量，打造一个充满青
春气息和创意能量的城市节日。据悉，自
2010年起，中国美术学院率先汇聚其所有专业的毕
业作品，以“毕业展示周”的形式面向公众集中展示，
向社会推荐优秀人才。2019年起，该活动首次走出
学院，内外打通，形成一所“无墙的学院”，实现教学
成果与社会共享、办学成就与城市同步、青年艺术家

与时代同成长，形成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
毕业季之一。如今，中国美院毕业季已成
为涵盖视觉艺术、设计、展演、潮流、时装走
秀、市集等文化艺术门类，汇聚最具创新能
力和创新志愿的青年艺术家、设计师的艺
术盛会。

“每一次出发，向更高、更远的地方伸
展枝桠，或向更深、更专的领域扎根探索，
每一次行动，都将是我们迎来新生的微小
探索。”今年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以“世界
树”为主题，旨在引导公众用生命的眼光看
向世界，同时向内探寻。这一主题同时也
是对以往毕业季主题的延伸与呼应。
2019年，毕业季以“青春·观·世界”呈现一
种开放性和多元性；2020年毕业季以“共
同生活”为主题，探讨在疫情影响下，人类
对共同生活的渴望和思考；2021年毕业季
以“现在史”为主题，发掘“现在”所蕴含的
多重记忆、多种未来；2022年毕业季回应
陶行知先生“生活力”的召唤，倡导“向上向
前的生活”；2023年毕业季主题则是尝试
建造一座所有人的“大脑花园”。

据悉，本次毕业季期间学校还将推出电音演出、
探展直播、艺术市集、优秀创业培育项目评选等亮点
纷呈的艺术活动。各展区展览将分别持续至6月
10日、15日、20日。

（路斐斐）

本报讯 以别具特色的花卉影像
视觉语言，拍摄牡丹花无穷变化的样
态，通过对物象内在结构、色彩旋律和
层次节奏的捕捉，解读生命从饱满绽
放走向优雅飘落的过程与力量。5月
7日，由河南省文联主办，河南省摄
协、洛阳市文联承办的《国色·九
歌——王昆峰影像艺术展》亮相中国
美术馆，展出了河南摄影家王昆峰6
个系列的80幅牡丹摄影佳作。中国
摄协副主席、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主席、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李树峰任本次
展览学术主持，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
院副教授朱炯策展。

王昆峰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拍
摄、发表摄影作品，至今已从事牡丹影
像创作、传播牡丹文化40余年。本次
展览分6部分呈现了他用多种专业技
术和高精设备拍摄的作品。开篇“国
色·花语”用微距摄影凸显牡丹局部结
构，用抽象的光影、色彩、线条将不可
见的神韵化为可见的细节。“国色·花
容”部分借助焦点堆栈摄影技术，通过
对焦区域组合获得更大景深，让镜头

中的牡丹更为立体精妙。“国色·花魂”
利用1.5亿像素飞思相机、施耐德微
距镜头的技术性能，以全焦距、超精细
质感拍摄干枯、凋零、残败的牡丹，带
领观众进入一个抽象、奇异的微观世
界。“国色·花姿”系列凝视牡丹的枯
萎，从中提取、构造“有意味的形式”。

“国色·花梦”聚焦散落的花瓣，展现如
梦如幻的色彩及多样质感。“国色·花
咏”着力于宝丽来特殊的工艺感，构造
陌生奇异又含蓄内敛、蕴含偶然和不
确定性的影像。

《国色·九歌——王昆峰影像艺术
展》学术研讨会上，多位业界专家从不
同维度对王昆峰的艺术创作进行了剖
析。大家认为，本次展览是艺术家以
摄影语言呈现牡丹不同阶段风姿、傲
骨和魂魄的探索成果。作品试图通过
花开花落的表象表达生命不息的意义
与精神。其镜头中的牡丹，是展示中
国精神中国气派、传播城市形象的独
特媒介，亦是彰显摄影艺术创造力和
感染力的独特样本。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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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峰《国色·九歌》影像艺术展在京举办

《国色·花魂》系列 王昆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