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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纪初油画艺术传入中国，至

今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程。随着时代的进程，

绘画的观念及方法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对

优化基础教学的方向重新梳理，建立一个符合

时代要求和艺术规律的基础教学体系是十分必

要的。笔者从自身教学实践出发，对此进行了

思考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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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il painting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now it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00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concept of painting has changed profoundly, which is necessary for teasing the 

direction of optimizing basic teaching & learn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basic 

teaching & learning system which complies with the needs of the era, and the artistic 

regularity. The author set out with his own teaching & learning practice, and made 

reflections and experiment o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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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初，以徐悲鸿等人为代表的

一代文化先驱赴欧洲留学并把油画艺术传入

中国，便在中国开启了以透视、形体、光影

为体系的西画基础教学。

作为一种全新的绘画理念，当时被称之

为“西画”。事实上，这个名称在今天看来

反而比油画更为准确。多少年来，美术院校

的绘画教学体系并不只针对油画，而是一种

以形体、空间来认知世界的造型理念。直到

今天，在全国各大美术院校的绘画基础教学

也是沿着这个标准进行的，这种训练在高考

的预备中已经开始了。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程，绘画的理念及方

法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基础教学如果还

是陈旧的一套，就不能适应今天的要求。学

生按照高考的标准入学，基础学习是一套，

艺术实践又是另外一套；这就像在东边打基

础，却在西边立建筑，旧的基础被废弃，新

立的建筑又没基础。人们追求外在形式，对

艺术最终要解决什么问题始终莫衷一是。在

大量的当代艺术信息面前，人们茫然地接

受，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追求表面形式而

缺乏精神内涵的浮躁的作品，其中最明显的

问题就是样式化。由于照搬形式，使各院校

间的艺术实践与创作趋同。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基础教

学的方向重新梳理，建立一个符合时代要求

和艺术规律的基础教学体系。

在谈及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分析

一下艺术的特性及其要解决的问题。

一、艺术的性质

什么是艺术，艺术要解决什么问题，在

中国这是一个费了几代人周折的问题。我们

这一代人都知道，20世纪60—70年代的文

艺方针是“为工农兵服务”，那时人们比较

关注作品的题材。在绘画形式上受苏联艺术

的影响，涌现了一批现实主义画家。改革开

放之初，在吴冠中先生提出艺术形式美的问

题之后，艺坛又出现了唯美主义的思潮。90

年代之后开始了纯化艺术语言倾向，艺术家

们在寻找和建立自己的语言符号。近半个世

纪的风雨沧桑，使我们这些历史潮流的亲历

者开始冷静地思考艺术这一精神领域不可或

缺的部分承载着怎样的人类使命。

事实上，人与生俱来便有心灵交流的

要求，当思想与情感上升为精神时便难以用

通常交流的语言表达，于是就产生了艺术语

言，艺术就是传达人的精神与智慧的媒介。

但又由于艺术的精神传达特性，使得它与语

言表达之间形成“悖论”的关系，即精神性

越强，越难以表达。因为不绝对完全的语言

永远对精神传达具有遮蔽性，这便构成了古

今艺术家不断变化和完善艺术语言的内在动

力。正像唐诗之后又出现宋词，印象主义之

后又出现现代主义等等，当代艺术语言的发

生发展是我们回避不了的。

古往今来，艺术家们无一不是在精神与

语言之间绞尽脑汁以寻求一个恰如其分的外

在形式，此时，一切现成的东西都已成为过

去。尽管人们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回

避不掉现实社会问题的切入。但由于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个体的独一性决定了

艺术活动的性质是创造。或者可以说艺术作

为一种精神活动是脱离群体的自我完善，也

是针对社会问题的精神反馈。

二、更新教学理念

艺术作为在心灵的驱使之下幻化出纯粹

的形式创造，形成了与实用美术基础教育的

最大区别。除了文化传承及审美原则的传授

之外，艺术要把培养的目标放在艺术创造的

主体——人的身上。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判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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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艺术基础教育的重要环节，为了提高这一

能力，就需要我们借用相应的教学手段以激

发学生的感知力与想象力。使学生的个性潜

质得到充分挖掘。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

的基础教育就会引到单纯的学习知识和培养

技能方面来。特别是在当下这种快餐文化下

形成的知识与技能，只是为了应试，培养方

向是适应性的，培养出的人也必然是适应型

的，在这种模式下，或许也可以使一些人很

有能力，但不一定会有思想。适应社会需要

虽然需要有能力，但这不是艺术的原则。历

史上伟大的艺术家多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格格

不入，但由于他的艺术与精神的力量使社会

现实发生了改变。因而在艺术方面培养的人

不应是适应社会而应是改变社会的人。早在

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先生就提出：“教

育是帮助被教育者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

化之上尽一分子的职责。”这是对教育本质

的高度概括。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问题的另

一面，我们作为特殊的个体同时也是社会

人，与人类文化共生，在艺术实践中必然会

遇到精神活动与人类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

传承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我们的成长中必

然带着前人的文化影响，前人的不朽成就也

在提升和净化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加阅读

量也会帮助我们提高分辨力，给后人认知世

界以很好的启示，前人所创造的经典永远会

给后人的创造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我们要

探讨的不是对技能和知识要不要学习，而是

如何对待传承与学习的问题。因为，知识和

技能的掌握不等于精神素质。只有把它们转

化为精神体验才能成为修养。我们的教育应

该成为学生学习体验的帮助者，这正是基础

教育的重要性之所在。

在目前的本科基础教学中我们看到一

个现象，许多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并没有因

现代信息量的提升而得到提高。由于现成的

东西得来太快，感知与冥想的空间与时间变

少了，信息的大门一打开，灵犀的大门似乎

就关闭了。最明显的问题是深度体验不够，

他们总希望得到一个现成得到标准，对当今

中西艺术家的成功之作，留于外在的形式与

技法的学习，而对这些作品的发生和发展的

过程缺乏了解，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因而在基础教育中，我们要引导学生整体地

理解艺术，并对个人的心性有充分的自我认

知，切实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

值，去掉“崇拜大师”的盲目性，在学习和

实践中找到未知的自我。

在几次与国外的学生交流中我们注意

到，他们似乎更关注自我意识，而不是只注

意自己作品的形式、文化根据。他们显得更

有主见，只谈自己的认识，因为在基础教育

时，他们的老师就要把发言的主动权交给学

生，学生在认识上的不足将在自我体验的不

断深化中得到提升。其实，老师的个性与学

养已经对学生产生了影响。事实提醒我们，

不要怕学生走弯路，人才的种子一定会在自

在的土壤中发芽，让学生在真实的自我定位

中做最好的自己。

三、更新教学内容与手段

本文一开始便提到目前基础教学模式与

内容陈旧的现象，我们的课程设量基本上是

服务于具象绘画训练要求的。这一体系早在

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形成，那时为了掌握

再现客观物象的能力，大部分课题是围绕着

事物的自然规律进行的，如：空间感、物质

感、透视学，人体的解剖结构也已经细化到

了肌肉组织。然而，艺术规律所面临的则是

另外一个层面的课题，多少年来我们在这方

面的课题研究存在严重缺失。近些年虽然加

入了形式语言的研究，但对于基础教学来说

仍然不够系统。

围绕着艺术教育要解决人的问题这一原

则，从总体上说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感知

力的培养，二是与文化渊源的联系。值得一

提的是，我们现在的课程常常围绕着考试，

使学生对待艺术史就像中学生对待文化课。

而人的感知力与文化修养都关系到人的精神

创造，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的更新已经成为

我们的基础教学必须面对的问题。这就要求

我们加强艺术欣赏方面的深度和广度，使我

们的精神在艺术空间中得到延伸。另外，就

是感知力和想象力的培养。记得1990年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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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美院听过张骏先生的一次讲座，提到在法

国巴黎美术学院的基础课程，老师让学生把

手伸进罐子里触摸看不见的东西，然后用视

觉形式表现这种感觉。这个课程给我很大启

发，三十年快过去了，我仍然觉得很有探索

价值，它可以有效地激发人的空间意识。这

证明人的感知能力是可以训练的。

因此，我们认为基础训练不应该仅限

于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更重要的是挖掘潜

质，拓展人的思考空间，激发想象力。爱因

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一点

对于精神层面的艺术实践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此我们应在基础教学中探索出一条新路，

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学生引到主动思考状态

上来。天津美院的张德建老师在这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他在表现与抽象教程中通过对再

现、表现、抽象是三种基本美学概念的分

析，引导学生如何认识西方现代绘画作品，

并通过“印象与直观”的课程实践，践行贾

科梅蒂关于“去掉一切先入之见”的研究理

念，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创造回答“艺术是什

么”和“如何从事艺术”的问题。课后许多

同学写出对本课的体会，并提出了一些颇有

价值的问题。这一切在他们以后的创作实践

中均明显地起了很大作用。

孔千老师的中西比较课程，通过大量的

课堂教学实践，使学生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与

共性通过直观了解和动手实践相结合的办法

产生亲身体验。

我本人的“色彩问题研究”课程是通

过变换光源的写生实践，使学生更新光色认

识，从而提高色彩的感知能力；并在接下来

的“色彩表现性研究”课程中通过单纯的涂

色练习，发现自己的色彩世界，实现从对物

象的色彩分析到眼中的色彩感知，再到心中

的色彩表现的体验过程。

郑岱老师在她的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

课“油画艺术导论”中对西方绘画的发展

过程、西学东渐的状况、能力标准的自我设

定等诸多方向，进行了全面、翔实的分析与

论述。在她的课上也经常给学生设立一些问

题，并启发学生积极思考。

天津美院油画系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和对

外交流中不断探索，正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手

段上着手改革。消除惯性思维模式的影响，

探索切实可行的基础教学路径。

另外，关于对东西文化的态度和寻找

自身文化坐标的问题，也谈一下我的看法，

博大精深的世界文化不断给后人以深刻的启

示。无论来自何方，伟大的精神传承恰恰意

味着今天的再创造。过去我们把太多时间花

在东西文化的纠缠中，忘记了自我存在，还

是要回到艺术要解决人的精神传达这个根本

问题上来。我们所处的时代影响是不容回避

的，我们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西方文化，也不

可能从纯国粹文化中建立自己。但这也不可

怕，我们以现在的方式真实地存在着就是我

们的独特性。基础就在我们脚下，只要我们

坚持“人第一位”这一精神原则，以启发学

生的个性潜质为目标，我们就不怕学习和借

鉴，就不怕学习了西方模式就失去了东方精

神；不怕接受了当代文化就失去了民族传

统，属于我们的文化坐标会在一代又一代人

的努力中建立起来。

在多元文化发展的信息时代，丰富多样

的形式一定会对我们的基础教育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与基础理念陈旧的矛盾日益明显地

暴露出来，但由于快节奏的社会要求，使得

基础教学又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我们培养的

学生不仅要在艺术创作的前沿发挥作用，同

时也是文化思想的传播者。大众的认知水平

上去了，才能在全社会发展文化艺术的道路

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总之，艺术院校基础教学的方向，不仅

关系着一个学校的办学水准，也关系着如何

引导学生正视自己的生命状态，表达自己真

实理解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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