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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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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 四 川 美 术 学 院 油 画 系 主 办 的 “ 刺

点？！——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第26届学生作品年

展”于 2019年3月25日在四川美术学院CAEA美术馆

开幕。油画系学生作品年展呈现的是油画系学子们一

年的高品质创作成果。但对于教育者来说，从作品呈

现中暴露出的问题更值得反思。《当代美术家》对话

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副主任王朝刚，对学生年展、学

院教育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突破，实验性，展览，学院教育

Abstract: Punctum—26th Exhibition by Students from Oil Painting 

Department,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 which is hosted by Oil Painting 

Department,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opened on 25 March, 2019 in CAEA 

Museum of Art. This exhibition has demonstrated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students from Oil Painting Department. As for educators, the problems revealed 

in the exhibition require more reflection. Contemporary Artists  interviews Wang 

Chaogang, deputy director of Oil Painting Department, discussing topics on the 

exhibition and academ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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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四川

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年展始于1992年，今年

已经是第26届，您认为这次学生年展的作品

跟往届相比有哪些新的变化？

王朝刚（以下简称“王”）：油画系学

生作品年展已持续举办了26届，每一届都是

根据学生作品的情况确定主题。每年油画系

学生的创作其实都反映了当下国内青年创作

的基本面貌，每年都会有些不一样，但这些

变化也是紧跟国际、国内的一些艺术变化而

发生的。我认为相比往届，现在的学生视野

更宽阔、更国际化，地域的身份显得很模糊

化。今年很多学生的作品都挺国际化，他们

选择了一些当下流行的、多元化的手段和方

法来进行创作。从作品的材料运用、图式到

表达的观念都跟今天国内整体艺术语境紧密

相关，所以说油画系学生年展不仅是一个地

方或学院训练风格的呈现，更吸取了很多其

他因素。在前几年的毕业展览中，我们就发

现已经很难再准确定义学生的艺术身份了，

作品中表达的很多感受都不再局限于学院或

地方文化，而是超越了自身的生活范围和地

域限制。可能这跟学生能够不断敏锐地把握

当代最前沿的艺术观念和形式有关。但这也

有双面性：优势是创作的时代感很强，呈现

出国际化的视野；不足的地方在于，有时确

实会掩盖一些尖锐的个性问题。所以我们今

年把展览主题定为“刺点”，这基于我们需

要发现自身的问题，并提出问题的角度。

当：以前学生接收信息、知识主要源于

课堂上老师的教授，而现在的学生接收信息

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比如网络、书籍，甚至

直接到其他文化环境里与当地人面对面地交

流。这对教学来说是否是一个新的挑战？

王：对，这对教学有很大的冲击，特别

刺点？！

——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第26届

学生作品年展暨依索帕拉艺术之星奖学金

2019年3月25日—4月10日

主办单位：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

展览地点：四川美术学院CAEA美术馆

艺术赞助：江苏依索帕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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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科的课堂教学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教学

的吸引力在哪？学生获得信息、资讯，甚至

图像经验的方式，都不再只是来自于课堂或

者教师。相对来说，每位教师都是片面和局

部的，而在今天这种信息传播的方式下，我

们每天面临大量碎片式的图像信息和关于艺

术热点的讨论。任何一位敏锐的艺术家，都

能很快获得自媒体或电子媒体传播的最新信

息、图像和艺术前沿资讯，这些信息的网络

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传统方式——经过学院、

老师整理消化后，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传播

给学生的速度。因此，教师和传统的教学方

式在当下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今天的课程

内容以及教师对学生的创作、对学习的刺激

和有效性在哪里？知识体系是不是滞后的？

今天的课堂对学生的吸引力一定来源于教

师，教师必须不断地扩充知识宽度，提升经

验值，并快速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另外

还要通过经验有效地找到学生自身的创作和

当下资讯的结合点。我认为这是老师的价值

所在，也是老师判断力的体现——如何用自

己的经验对学生的艺术训练、创作指导甚至

作品的呈现做出引导。

当：针对这些挑战，四川美院油画系有

哪些相应的教学改革？或者尝试一些新的教

学方式？

王：我们一直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每年，甚至每个学期期末都会根据学

生的情况，进行课程反馈；每一个课程结束

之后，也会开展一次学生座谈，针对问题、

不足、优势、特点和未来的可能，教师和学

生，甚至教师与教师进行交流。然后，每学

期针对重大问题进行课程调整。针对高年级

的创作课程，每个课程我们设定三位不同方

向的老师，比如：有的老师的课程倾向于绘

画语言的研究，有些老师的课程倾向于现实

具象绘画，另一位老师可能比较具有实验

性，这样就能分别对应不同的学生，而不至

于在统一授课的情况下把有些学生的优势抹

掉。这些都是我们在适应今天的学生和教学

状态下所做的尝试。现在的学生在强大的资

讯条件下，面临的选择更多，可能性和想

尝试的方向也更多元。因此，我们要给予

他们不同的营养，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因

材施教，尝试给他们最好的教学方法。此

外，学校也采取了一些方式，比如特色工

作室，根据学生的不同兴趣和专业进行培

养。从课程安排来说，我们本身也有影像

创作、材料运用等课程，所以在毕业展上

呈现出部分同学运用油画之外的材料进行

创作的现象。但是我觉得这样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学生的多元艺术方向，也就是

说，我们可以对他的观念、价值取向，甚

至整个艺术创作的方式做一些引导，也许

会更有效。

当：今年的展览主题“刺点”听起来有

些尖锐，请您详细解读一下。

王：之所以用“刺点”作为今年的主

题，因为在近两三年，不只是川美，甚至

国内整个当代艺术的创作都呈现出一种困

顿的状态，没有特别强大的绘画力量或者

很新锐的东西爆发出来。这次年展很国际

化，作品品质也很高，展现了一定的学院

水平，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此。未来的艺

术需要有一波又一波先锋探索型的人物，

需要具有突破精神的人，所以我们激发学

生找到他们的“刺点”，也就是突破点。

寻找刺点有两 个方面：第一，我们希望在

这次展览中能够寻找到尖锐的可能、突破

的可能，也希望借这次展览让同学们在这

么 多 不 同 的 形 式 、 创 作 方 法 、 创 作 语 言

中，寻求往前突破的刺点。第二，也许此

次展览在高品质背后仍然显示出缺乏突破

的软肋，那么，我们更需要思考下一步在

教学、创作方面的刺点在哪里。“刺点”

提出了一个问题，伟大的艺术家，除了具

备今天学院的技术或者创作上的高度之外，

“刺点”在哪里？要刺破社会的困顿、整个

艺术界的困顿，刺破看似非常精致的平庸状

态。“刺点”表达了我们对学生的希望。

当：今年年展作品的评选标准与往年相

比有哪些区别？会不会更偏重具有实验性的

作品？

王：年展的终审评委由油画系的老师和

系外的老师构成，通常会邀请三位系外的老

师，两位油画系的老师。油画系的老师比较

了解我们自己的教学和学生的创作，而系外

的老师更多是以纯粹的艺术眼光和标准来评

选，没有那么多感情色彩和熟知度。我们认

为采用这种评审方式，相对来说会更客观、

更多元。每年我们都在更换评委名单，不希

望让评判标准固化。评委中有理论家、媒体

人，也有艺术家，希望各种身份的评委从不

同角度，形成不同的评判标准。

当：在您看来，年展与毕业展有何不

同？学生年展对教学工作来说有哪些积极意

义？

王：毕业展是四年一届最终教学成果

的展示，是学生四年的创作成果的最终答

卷，也是对四年学习的总结，可以看出整个

培养体系中每一环的问题。年展是所有年级

最快捷、最大程度的学生训练、创作状态的

反映，并且每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年展可

以给老师一个全面的信息反馈，进而从中反

思。如果这一届年展作品特别差，那老师要

检讨课程教学、平常对学生的要求，或者是

在教学上的引导是否有问题，这一点非常关

键。我们的学生年展做了26年，从遴选机

制到评选机制都形成了比较完善和公平的体

系，学生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平

台，特别重视年展。很多同学为了年展一直

在积累作品，甚至放弃了很多大型展览，只

为在年展上亮相，得到认可。我们也有意识

地引入了奖学金机制，给学生一些资助，甚

至挑选一些优秀的作品进行收藏。我们还会

让年展“走出去”，到社会上的美术馆展

出。每年通过年展，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有实

力的学生。

当：当代艺术具有较强的实验性，对于

绘画技巧的要求相较传统绘画有所降低，比

如艺术家可以用现成品做装置，或者直接

用影像来创作。从学院教育的角度来说，

油画系的学生应该如何平衡创作与绘画基

础的关系？

王：对于油画系的学生，我们一直采用

“宽基础”的概念，宽基础不仅限于用素描

造型的能力，也包括对艺术史的了解、对社

会的认知、收集整理资讯，甚至对不同材料

的运用和把握。具备宽基础的学生，不管将

来做什么，都具有很坚实的基础。今天很多

很好的实验性作品其实拥有很扎实的绘画基

础，艺术家对于艺术形式的把握能力是非常

强的。我们也开设了影像、材料课程，近些

年油画系的学生在影像创作、装置方面都取

得了很好的成绩。前几年油画系的毕业生还

获得了巴西圣保罗国际影像艺术节的大奖。

近几年很多油画系毕业作品采用装置和雕塑

结合的方式，有学生获得明天雕塑奖。我们

在教学中留了一个缺口，不去限制有敏锐感

觉的学生的发展方向。但是，坚定深入的做

事态度、扎实的艺术基本功、宽基础的能力

一直是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油画系以架上绘

画为主体，因为绝大多数老师都擅长架上绘

画的方式，所以这也是教学上最有利的手

段。但是有些老师很开放，在教学中也会介

绍观念作品、影像作品或者行为艺术，会对

学生进行正面的引导。今天艺术的概念已经

变得很宽泛了，我们只有保持开放的心态，

接受不同的资源、不同的形式，鼓励学生尝

试，才不会让学生局限在一个小角落里，才

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艺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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