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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 陈烟桥 作

夏木葱茏，繁花似锦。一年一度的“美院毕

业季”于火热的6月拉开大幕。美院学子们也迎

来了属于自己的盛放。6月7日持续至6月23

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带来了本科生毕业作品

第二阶段展览。展览集合了中国画学院、书法学

院、版画系、雕塑系、人文学院、设计学院以及建

筑学院共七个院系的本科毕业生作品，全面展示

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学子们在探索艺术的道路上

不断磨炼技艺，提升修养，与自己对话，与社会对

话，与艺术对话的创作面貌。

个人情感与文化记忆

在每年的毕业作品中，个人情感、文化记忆，

这些内在于人们心中的事物往往吸引着年轻的

艺术创作者们进行探索，通过艺术的方式表达出

来。在《隐忧地》这组作品中，林奎宇表现了当下

年轻人普遍具有的迷茫、不安以及又怀揣着希冀

的心境。作品运用了超现实主义的奇异感，用微

妙的木刻纹理刻画了三个不同的画面。在《危险

关系》中，由眼睛堆积起的树桩底下庇护着一个

背对观众、蜷缩着的人。眼睛是人们最为脆弱的

部分，木刺象征着外界的危险，三角形的构图，尖

锐的线条与饱满的圆形对比增加了画面的张力，

让人感知到这种危险关系随时发生。而在《根》

和《伊卡洛斯之翼》两幅画中，树根与水浪代表着

基地与改变，寄托了创作者对生活的希冀。伊卡

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代达罗斯的

儿子，他们被囚禁于克里特岛上。为了逃走，代

达罗斯以鸟的羽毛和蜡做成了翅膀，和儿子一起

飞上天空。但伊卡洛斯因飞得太高太靠近太阳，

蜡被融化，从天空坠落海洋而死。尽管在希腊神

话中，伊卡洛斯之翼充满了悲剧性色彩，但是画

面中向上升腾的火焰，坚实有力的翅膀给人一种

冲破层层障碍、向上生长的生命力量。

版画系马来西亚留学生王贤丰的《我生活中

的片段》组画分为《清明》《广场舞》《社会摇》《花

家地》，刻画了在中央美院读书的时光以及见到

的各种文化现象。《我生活中的片段》组画在色彩

上采用了鲜明的色彩或黑白对比，既源于创作者

本身具有的热带地区的文化背景，又形成了强烈

的视觉效果。尽管作品题材选取的都是日常生

活中平凡的场景，但是这种强烈的色彩对比和一

种远瞰俯视的视角让画面产生了一种熟悉且陌

生的感受。作为一名留学生，对不同文化的好奇

与不安正是创作者的个人情感与文化记忆。同

样对文化身份进行探索的还有雕塑系王政的《额

尔古纳》，这一系列的灵感来源于他的家乡——

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在这个汇聚了众多少数民

族的地区，各种神秘而又遥远的传说成为创作者

的灵感来源。除了传统雕塑石膏材料外，王政还

使用了木枝、铁器、沙粒、黏土和贝壳等具有自然

性的材料来组合创作，再结合带有粗犷风格的木

板油画，整个作品让人共同进入到那个神秘且遥

远的记忆中。

媒介边界的突破

在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中，各个不同的学院

通常会教给学生关于特定媒介的掌握方式与表

现手法。但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并没有局限

于各个学院所主修的媒介材料技法，而是进行了

多媒介、多材料融合的艺术探索。观众们在观看

作品时，时常惊呼道：这是版画系的作品吗？这是

一件雕塑吗？版画系许曦文的《绽，无茎之花》放

置在展厅的二楼入口处，吸引了许多观众。这是

一件高2米多的圆形织物装置。这件类似纪念柱

的外表织物原本为黑色，创作者在展览开幕的前

三天用小刀一点点地划开外表，使内部织物的多

彩颜色慢慢呈现出来，看上去就像一朵朵绽放的

花。整个作品从呈现方式来看，版画制作的版与

画的元素似乎都无处可寻，完全突破了观众以往

对版画作品的认知。但如果细细思索，这件作品

其实蕴含了创作者在版画系学习的切身经验。缠

绕与切割，尤其是小刀划开织物外表的这一行为

呼应了版画制作的刻板过程，即时行为表演的过

程也体现出创作者版画技术语言的成熟性。黑色

与多彩，也让人想起印制版画时从单色再到多色

的这一感知体验。从行为表演参与完成展品的方

式来看，这件作品强调了绽放这一观念，也体现

了媒介之间互相融合的尝试和突破。

建筑学院今年的作品也格外吸引观众。在

以往的展陈中，建筑模型与文本板块是主要呈现

部分。范云横的《念乐园——贵阳恒太自然纪念

园》改造项目来源于这一旧址的烂尾楼，在经过

调研后，范云横将其设计成了公墓纪念园。在展

陈时，采用了选址、卡纸、硫酸纸和小木棍等制作

出模型，除了建筑模型和文本板块，他还添加进

音乐和影像来表现这一主题，传统唢呐的声音与

纸扎展板的结合，渲染了模型的展陈效果，也丰

富了观众的观看体验。中国画学院与书法学院

今年的作品既有传承传统精髓的作品，也有许多

创新探索与尝试。在工笔画展区，可以看到艺术

创作者们对传统媒介进行的新探索与尝试，如吕

新乐的《落·生》将中国传统工笔技法与维也纳分

离派的色彩、表现手法进行了融合，吸引了诸多观

众在此驻足。无论是材料和程式语言的挖掘，或

是对水墨形式的前沿的努力尝试，中国画学院此

次的作品都呈现了学子们对中国画不同维度的

学习探索。

当艺术遇上数字化时代

此次的毕业展作品除了向艺术传统媒介的

边界突破外，也有不少作品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

对话。AI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意味着什么？“AI

会代替我们思考吗？”设计学院的祁润樊在《反

AI?》中运用人工智能的多种图像编辑方法，比

如Searchgraph，Editgraph等，展示了艺术创

作中思考的深度过程。这一设计作品选择字母

A开头的文本为线索，根据文本内容进行多次延

伸，从而创作出不同的图像。而这种深度思考是

艺术创作者们所独有的，也是无法被人工智能所

取代的。版画系尹婧娴的《38764’》系列作品源

于创作者对科技的兴趣，画面仿生人的初步图像

由创作者将一系列指令输入给Midjourney而

生成，再经过纸本石墨的媒介进行了再创造。当

处于一定距离观看这件作品时，画面带来了一种

科幻感，如果走近作品，不规则的石墨线条所叠

加出的微妙层次，纸本的纹理感又唤起人们对艺

术传统技艺的感知。38764’代表着创作的时

间，也意味着艺术家个人的心血。面对人工智能

的挑战，感知体验与创作灵感，对事物的观察与

思考，手作的技艺这些属于艺术创作者的独特之

处显得更为珍贵。

当数据洪流冲击我们的日常生活时，我们的

自身感知是否受到了影响？设计学院赵鑫鑫《迷

失的维度》围绕着信息时代、感知与认知、情绪与

心理健康、注意力与专注力、数字素养与伦理等

关键词进行了调研与思考，以影像交互和书籍装

帧呈现。值得一提的是，信息超载并非是我们这

个时代独有的现象，赵鑫鑫在展览中写道，在历

史上，每一次信息传播技术的革新都会引发新的

信息超载问题，当这些问题给人们带来焦虑情绪

时，认知功能与注意力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在这

个时代，学会信息整理和归纳，培养批判性思维

能力也许是重要的应对策略。卢嘉欣的《U—

Aifds》从人工智能如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这

一视角切入，对快时尚消费的问题进行探讨。当

网购需求大量增加时，过长地刷手机购物，烦琐

的取货、试穿和退货过程在所难免，消费者也难

以一次性购买到自己合身的衣服，现代大众对衣

服的认知和使用也变得更加快节奏。创作者希

望通过人工智能时尚设计系统，让普通大众可以

拥有自主设计服装的能力，让服装从快时尚消费

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使用周期变得更耐久。

除了美术馆的展陈之外，位于展馆西侧的石

膏馆展出了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本科毕业生

的作品。此次展览主题为“世界图像”，用视觉再

现的方式呈现了46位本科毕业生在中国美术

史、世界美术史、视觉文化研究和艺术理论与文

化遗产四个方向的学习成果。正如中央美术学院

党委书记高洪、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林茂在展览前

言中寄语的那样，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在理论史

论界的深耕，新一代的青年创作者们都展现出在

学习实践中练就的扎实基本功，展现出求新求变

的创新意识，展现出开放包容的视野格局。毕业

季既是美术教育展示的窗口，也是即将毕业的同

学们对未来心向往之的时节，他们从这里出发，

走向更远的远方。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生）

额尔古纳（局部） 王政 作落·生 吕新乐 作

本报讯 6月6日，“刀刻·进行曲：全民族抗战时期期刊中的

木刻艺术”展览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举办，会上发布

了抗战美术史研究学者凌承纬的著作《中国抗战大后方版画运动

史》。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

任尚辉为研讨会发来贺词。范迪安表示，这次展览许多珍贵的图

像资料穿越了时间的帷幕，“还原”和“再现”了抗战历史的风云，映

照出一代美术先贤的精神形象。研究团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

努力不断把研究成果转换成为面向社会大众的公共文化，举办了

一系列以弘扬抗战精神为主旨、以抗战美术历史为题材的专题展

览，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凌承纬真诚的历史担当、严谨的学术

精神和勤奋的专业作为令人感佩，为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队伍增

添了有生力量。

尚辉表示，展览以作品复制的方式，还原了抗战时期艺术图像

生产与中华民族共情共呼吸的关系。这些来自刊物上的版画图

像，还原了抗战艰难时期读者阅读文字与作品时的真实情景，以及

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激发与勇敢。凌承纬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版

画运动史》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图像，填补了抗战大后方版画运

动史的研究空白，这部书让我们坚信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独特性，即

中国式现代美术就是艺术家主动自觉地与人民、与时代的同呼吸。

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版画运动史》的出版方代表，西南大学

出版社社长张发钧表示，全民族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

后方出现了一场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波澜壮阔的木刻版画运动，

这场运动是抗战时期发生的一场社会影响广泛的艺术运动，它以

其独特的艺术形态、丰富的思想内涵、深远的历史影响，赋予了其

非凡的文化艺术价值。《中国抗战大后方版画运动史》的出版发行，

也为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挖掘、整理、研究与出版工程作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凌承纬回顾了自己30年的研究经历，他表示，《中国抗战大后

方版画运动史》从收集资料、写作到出版都得到了各方力量的支

持，这部著作的出版发行，希望能对抗战美术专门史的更深入研究

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更多学者关注这一领域，继承挖掘和弘

扬伟大抗战精神，把重庆的抗战工程研究推进到更深入领域。

此次展览由凌承纬作为学术指导，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左小

康和三峡博物馆策展人黎然共同策展。展览根据木刻图像表现

的内容，共表现六个主题部分，即按照《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逻

辑分为：“起来”“血肉长城”“存亡之际”“怒吼吧中国”“统一战

线”“前进！”展览充分挖掘了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波澜壮阔的美术

历史，展示了许多美术史上忽略或稍有提及的木刻艺术作品，图

像内容丰富，让我们再度感受到了战火纷飞年代振奋人心的艺术

力量。

学术研讨会和新书首发仪式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馆长张

荣祥主持，陈劲、刘亮、马玉霞、庞茂琨、龙川、袁波、周勇、周晓风以

及各学术机构的代表，共同就抗战时期大众传播媒介、文艺创作、

主题展览、文化建设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再现抗战历史风云 映照美术家精神形象
本报讯 6月 21日，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墨语·漆

言·心画——温骧的艺术世界”展览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

（西厅）拉开帷幕。

画家温骧1953年生于书香世家，自幼喜爱书画，在其

艺术生涯，他既持之以恒地学习中国画，又对工艺美术领域

进行探索研习，学艺背景极为丰富且转益多师。在中国画领

域他博采众长，青年时期于故宫临摹古画的经历为他积累

了丰富的临摹经验，加深了对传统中国画的理解。上世纪

80年代以来跟随当代山水画名家近距离学习的过程，使其

进一步在山水画领域集古纳今。他还负笈东渡，结识东山魁

夷、平山郁夫、加山又造等日本著名画家。东瀛漆画的制作

工艺和日式绘画的装饰风格为他的漆画与中国画创作带来

了启发。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使温骧的

作品集众家之所长，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多年的见习与体悟

促使他将对自然的凝思转化为内在心性的独特体验，从而

落笔于对文人气韵的抒发。

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温骧以水墨和大漆为媒介创作的

作品七十余幅，既包含画家早年师法古人的临摹之作，也包

含其赴日研修时期的部分作品，还有近些年来将“师造化”

转化为“得心源”的山水佳作。温骧以水墨写心，追求气韵生

动，强调“气韵”是高贵灵魂的再现，在锤炼笔墨技法的同

时，更注重精神的修炼。清代方薰说：“云霞荡胸襟，花竹怡

性情。”温骧通过山水和花鸟画创作，荡涤胸襟，怡悦性情。

他认同“画如其人”“书如其人”的观点，追求人品和画品的

高度统一，通过绘画修身养性，净化心灵，追问人生的意义。

写意漆画是温骧艺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水墨画

创作是他向传统致敬、追求古意的方式，漆画创作则是他突

破传统、追求新意的手段。他将传统磨漆画之“磨”，改为水

墨画之“写”，削弱制作性，强化书写性，创造出格调清新隽

永、空灵超逸的写意漆画。 （许 莹）

“墨语·漆言·心画——温骧的艺术世界”展览在国家大剧院举办

雪山金顶（木板漆画、金箔） 温骧 作

“汉字之美”绽放维也纳
本报讯 当地时间2024年6月21日，

择“中”而立：“汉字之美”文化研讨活动在奥

地利维也纳市政厅举办，文化学者于丹发表

《中文的乡土》主题演讲，与奥地利学者、政

要、普通民众共同探讨了北京中轴线与对称

平衡结构的汉字背后的文化理念关联。该活

动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同时得到了北京京

企中轴线保护公益基金会的特别支持。

此次研讨活动属“汉字之美”2024“择

‘中’而立”主题系列活动之一。“汉字之美”

是北京师范大学于2015年创立的汉字文化

创新传播品牌，旗下推出有“汉字之美”全球

青年设计大赛等活动，并先后在美国、法国、

奥地利等多地举办国际巡展。

于丹在演讲中将北京中轴线的城市空间

格局、北京代表性历史建筑与对称平衡结构

的汉字相结合，例如宁之于万宁桥、门之于正

阳门、宫之于故宫、景之于景山，金之于外金水

桥等，与观众分享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中和之

美。择中而立、守中尚和，是中国人的心灵秩序

和哲学基础。于丹教授围绕“农耕的法则”“家

和万事兴”“心生万物”等主题阐释了汉字所承

载的中华文化的脉络，启发大家发现汉字的独

立之美。最后，她回顾了“汉字之美”全球青年

设计大赛发起的初衷及全球巡展所取得的成

果，指出这项全球性的文化项目为中国文化

的推广和国际交流提供了有效途径。

展览现场

《中国抗战大后方版画运动史》，凌

承纬著，西南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

美术现场的青春表达与未来展望美术现场的青春表达与未来展望
——观中央美术学院观中央美术学院20242024年本科生毕业展览年本科生毕业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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