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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已久的“罗中立奖学金”于2012年11月16日在四川美术

学院拉开序幕，此次“罗中立奖学金”继续秉持“为中国当代艺术

的发展催生后备新人的主旨”，邀请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港

澳地区艺术院校，从事绘画、雕塑及影像、多媒体艺术等艺术创作

的应届毕业本科生、研究生（2012年7月毕业）积极申报，经过半

年时间，总共有二十八个学院，二百七十三位青年学生报名参加，

经过九位评委的评选，敲定了二十五件入围作品，最终有五位获奖

者。

奖学金邀请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担任评

委，继续延续初评评委和终评评委的模式，初评评委有（按姓氏笔

画排序）：于凡（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刘庆和（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画学院）、何桂彦（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宋光智（广州

美术学院版画系）、李大方（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高士强（中

国美术学院综合艺术系）、崔小冬（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焦兴

涛（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魏光庆（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终

评评委由罗中立院长邀请张培力先生、丁乙先生、皮力先生、田菲

宇先生担任。他们中既有美术学院的院长，也有美术馆馆长、批评

家、策展人和艺术家，评委们抱着对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发展负责的

使命感，凭借自己专业的学术视野和对艺术的敏锐判断力，形成了

“罗中立奖学金”开放的立场和专业的品格。这一奖项在引导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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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由学生到艺术家成长的同时，自己也接受了考验并日益壮

大，以面向全国各大院校的包容姿态打破了以往奖学金的地域性限

制，并最终以自己的专业性、包容性和权威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值得每一位关注当代艺术成长的“观者”参与建设。

在展览开幕式前夕，“罗中立奖学金”评委张培力、丁乙、皮

力、何桂彦以及奖学金赞助人仇浩然，对今年的“罗中立奖学金”

的评选以及获奖作品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成为今年奖学金一个值得

关注的“观点集合”。

张培力：“罗中立奖学金”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的教授，张培力先生虽然不想强调“中国录

像艺术之父”这个不可撼动的头衔，但事实却无可厚非：张培力是

第一个把一件完整的录像作品带到1987年“黄山会议”的人。此

次作为“罗中立奖学金”的终评评委，他认为：“罗中立奖学金”

以自己特有的开放性和学术权威性，为青年艺术家由学生向艺术家

转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在鼓励青年学生努力学习的同

时，建议青年学生在艺术探索上应该具有一种“冒险性”和“实验

性”，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具有一种气质。

在他看来：与其他艺术院校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不同，

“罗中立奖学金”不只有川美学生参加，还面向全国各大艺术院校

的学生，给青年艺术家的成长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为青年艺术家

由学生向艺术家的转变提供了一次良好的机遇；奖学金评委的聘选

也结合各大院校的地域分配，聘请专业方向的学者、艺术家、策展

人，形成初评与终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的选择，体现了一个

奖学金的公平、公正原则。

作为新媒体艺术的领军人物，他建议青年学生在向艺术家转

变的时刻，应该努力摆脱自己的学生气，努力探索个人的方向，从

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气场，这也是在他评奖时很看重的

一个品质。这种品质的获得来源于艺术家所具有的冒险性探索以及

对艺术资源的整合。艺术家应该具有冒险性，要努力摆脱流行的样

式，善于发现被冷落的方式，这一过程是艰辛的，也是孤独的，但

却是一个成功艺术家必须经历的；在信息资源如此丰富的当代，艺

术家应当学会从美术馆、杂志、网络各个方面搜集整合自己需要的

视觉资源，并从这些资源中，努力探索出自己要走的艺术道路。

最后，他认为：“奖学金只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如果没有这

个开始，我们不能判断多年后的你们；如果你们现在已经决定了有

这个开始，我相信在将来的几年内，你们会有更大的收获。”

丁乙：“罗中立奖学金”是对未来艺术的预测 

丁乙先生是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教授，他在20多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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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和种种质疑声中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画家。

回顾中国当代艺术史，无法绕开丁乙，他用各种最常见的媒材，

从画布到硬板纸，从炭条、圆珠笔，到普通油画颜料、油画棒、丙

烯，来铺陈一层层覆盖的“十”字和“X”形图案，形成和发展了

一种集“极简”与“极多”为一体的独特绘画风格。

作为此次奖学金的终评评委，他比较了“上海艺术奖”与“罗

中立奖学金”的差异，并简单介绍了“罗中立奖学金”文本化的评

选规则和标准。他认为：奖学金二十年历史的发展，首先积累了大

量的宝贵经验；其次，初评与终评相结合的评委制度形成了公正完

善的评审体系，所有这些使得“罗中立奖学金”成为一种开放的、

多元的艺术交流平台；最后，这一模式的建立，在为艺术家提供一

次公平机遇的同时，也为中国当代艺术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模

式，因为奖学金面向的不仅仅是绘画，还包括了当前学校所开设的

所有专业，极大的包容性是该奖学金的特色，这也是对中国当代艺

术教育发展最为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希望通过这种探索，形成一种

规范化、系统性与学术性的教育模式。

他认为年轻艺术家应该拓宽自己的视野，不要停留在一种模式

的简单模仿中，而是要加强自己在手法或语言方面的探索，转变思

考的角度，形成一种区别于上一代艺术家的新风格。作为奖学金的

评委，他通过这一评选活动对艺术面貌有一个全面的掌握，他希望

“罗中立奖学金”是对未来艺术趋势的大胆预测。

皮力：“罗中立奖学金”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皮力先生是著名的策展人，香港M+美术馆高级策展人，他主

要从“罗中立奖学金”的日益规范，艺术制度的完善和对青年艺术

家的创作三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从2007年担任“罗中立奖

学金”初评评委到此次终评评委，经过五年的发展，他对“罗中立

奖学金”的认识也更加清晰与深刻；作为策展人，他对艺术制度敏

感性可以为青年艺术家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对艺术制度的认识；在

有了十二年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对年轻艺术家的持续性关注的经历

后，从而为与会年轻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一种整体性的认知。

如果按照艺术家的创作来看，他认为“罗中立奖学金”应该

成为即将成长为艺术家的年轻学子的第一个奖项。这个奖项是面对

所有的在校应届毕业的学生，这对年轻的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机遇，为他们以后持续性的艺术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准备平台。

通过与五年前奖学金参展及获奖作品的比较，他认为现在的奖学金

参展作品面貌呈现出更多的丰富性与语言探索，不管是从作品的媒

介、形态、思想深度，还是学生的整体驾驭能力而言，都有了明显

的提高。

他认为：因为艺术制度的不完善，如艺术基金缺少严肃性、频

繁性的学术交流和展览，策展人就很难对年轻艺术家的整体发展面

貌有清晰的认识，而奖学金的设立正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在这一奖

学金的评选过程中，策展人和艺术家是双向的，策展人可以通过评

选对年轻的艺术家集中认识，在与其他评委的交流中，也可以分享

别人对此艺术现象的看法，而艺术家通过参与，了解其他艺术家目

前的状态。从一定程度上说，奖学金的设立并不是为了获奖，而是

为了参与到其中不断学习：一方面通过整理参评资料，对自己的艺

术发展过程进行小结；另外一方面可以通过作品呈现，在评委的帮

助下对自己的艺术进程拥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作为终评评委，在此次的评选过程中，他评选作品的原则有

三点。第一，模仿、雷同的风格图式应当排除，艺术家应当有创新

性，而不是去直接的模仿他人和抄袭他人的风格；第二，过于成熟

完整的作品应当排除，艺术应当是一种大胆的感性尝试，而不是一

种理性的特意安排组合；第三，具有待推敲的实验性的艺术应当肯

定，不管是材料上探索，还是创新性的尝试，都是评选中值得鼓励

的，在这些作品中，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值得肯定，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的促进新的艺术的出现。

最后，作为一位对年轻艺术家持续关注的策展人，他认为年轻

的艺术家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肉身体验尽快转换成一种工作方法，

将自己的体验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从而形成一种持续性的个体

体验；除此之外，艺术家还应当注重对媒介保持一种有效的开放

性，通过大量地积累，不断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正如罗中立所说，“罗中立奖学金”旨在奖励对艺术事业有执

着追求并富有创造精神的优秀青年学子，为他们搭建展示才华的平

台，并向相关艺术机构、美术馆、画廊推荐，提供毕业后继续从事

艺术创造的机会和可能性，为中国艺术的发展催生后备新人。我们

希望通过参与“罗中立奖学金”，一大批优秀的年轻艺术家能够找

到进步的方向与未来的目标，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

力，开启年轻学子艺术生涯的美好开端。我们憧憬着中国当代艺术

的美好未来，所以我们才能不懈努力与坚持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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