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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民晚报-除了传统水墨&

油画&雕塑!这次展览中还出现

了羊毛&刺绣&综合媒介&数码

等! 这些媒介对于新媒体时代

的文化表达有什么意义.

汪大伟：这是对艺术创作
语言上的贡献。新媒介的出现，
不断开启对人和世界感悟的新
天地。通过不同艺术家对不同
媒体的理解和再造，使造型问
题得到不断延伸和发展。我们
能不能把媒体语言和媒体语言
的造型性特征融合在一起，是
本届年度展的理念。
就像陈家泠先生说的“灵

变”与“化”，是画家制造矛盾、
解决矛盾的高超手法。艺术上
愈是矛盾的对立面愈能解决
好，因为它们可以相互融化、妙
造自然、天衣无缝，从而其艺术
效果愈高。不同的媒介，互相穿
插、统一、映照，可臻于大“化”
之境。

新民晚报- 作为专业美术

院校! 将如何在当代的语境下

研究和教授造型艺术.

汪大伟!我们要把握传统与当下，用一种流
动的概念来看待造型艺术的发展。因为无论在
中国和西方，都有非常悠久的造型艺术发展历
史，也出现了众多的艺术流派，就造型艺术本体
语言而言，出现了许多不同的风格。这些不同的
风格充实了造型艺术。所以作为学院的教学，要
把多元化、跨文化结合起来，让同学们广泛、全
面地了解和把握造型在中西方的路径。

同时，除了传统美院造型训练的坚持和
延续，对不同类型的艺术，比如抽象艺术；不
同媒介的艺术，比如影像，我们都要研究它的
造型语言特点，并把它们融入美院专业基础
教学中去。

新民晚报-除了年度展!上大美院还将通过

哪些方式来为城市文化创新添砖加瓦.

汪大伟：年度展是美院的科研举措。表面来
看是美术作品展，实质上涵盖了从问题提出、历
史回望、学术交流、实践回应、作品印证到再次
提出问题的过程，以此良性循环，探索美术学院
的创作、科研的模式。也是上大美院应对如何出
好作品、好理论和优秀人才的科研方法的探索
过程，这是服务于上海文化发展的关键。

创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原动
力，上海城市文明的发展也不例外。我们学院的
定位是建设都市美院，就是上海这座大都市的
重要文化艺术基地。它的教学和艺术家群体，以
及所培养的艺术人材，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艺术
精英，领风气之先，是上海最前沿和高端文化人
的代表。

! ! ! !针对本届年度展的主题“造型”，我们从
去年秋季开始陆续推送每一位艺术家的微
信，在介绍艺术家作品的同时，着重询问他们
对造型的看法。有人说这是一个“自媒体”的
时代，其实，艺术家自古以来就是“自媒体”的
代表。他们自在，自由，领风气之先，甚至往往
超越时代，先知先觉。沿着这个思路，策展人
与艺术家合作，制造了一席艺术盛宴的同时，
亦激发出一场与造型有关的开放式讨论。

一篇广受关注的微信《印象派之后，“造
型”径自走了？》，其核心提问在于：抽象艺术有
造型吗？今年 !月 ""日赴杭州对曹意强先生的
专访中，我找到了解答。这位毕业于牛津大学
的艺术史博士，曾与贡布里西保持通信的著名
理论家举起右手，仿佛这是一把刷子：“你去平
涂一块黑色看看，受过造型训练的艺术家和没
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涂出来的一样吗？”犹如
当头棒喝，豁然开朗。那么，新媒体艺术，如影
像艺术中，有造型吗？“当然有！为什么有些
中国电影画面那么难看？就是因为造型缺
失！”媒体多样化的时代，造型如影随形。
杭州之行，同时拜会了全山石先生。在

对全老师的专访中，他谈起了现时的美术学
院教育，尤其是应试式素描。这不由让我联
想到我们推出的第三篇微信：姜建忠的《素
描是顿自助餐》。“请在美术史这庞大的菜单
中，阶段性地选择自己所钟爱的画风，寻找
兴奋点吧！特别在学生时代，要不断替换大
师的拖鞋走走，游走于美术史和对象之间，
在生活与历史、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寻找接
口。不要把基础训练与创作对立起来，基础
训练中应该有创作的成分。也许这应该与打
基础的第一天同时起步！”
关于这方面的另一大疑惑是：西方艺术

学院的造型训练已经被轻视和忽略了吗？

“完全不是这样！”曹意强先生摇头肯定地回
答，“他们分类清晰，那一部分精研写实造型
的功夫做得有多好你没看到！”
与西方相对，中国传统造型体系又如何

呢？我院老教授，中国新文人画代表人物王
孟奇先生说：“造型”一词来自西方，颇有科
学塑造的含义。然而与西方绘画相较，中国
画则精于“摄取”。“摄”字有取人精血、摄人
魂魄之意；这在中国绘画中则往往被称为
神。故得神得意者必得形，不必计较于“似”。

在美院的中国画系，另一支西方造型训
练与中国笔墨相结合的学派，当属以方增先
为代表的浙派人物画。方老师几天前通过其
子方子虹先生的微信留言，口述道：“写意，
一般从外表看是一个不经意的东西，随手抹
来抹去，但事实上，它是经过长期的锻炼得
到的经验。形体、结构、水墨，要相当熟练，看
上去不经意的东西，实际上每笔出来都有来
历，都是经过事先准备才能达到的。”两位的
话语及作品并置一处，耐人寻味。

理论与书画兼长的大家卢辅圣先生的
论述并未直面造型，然而其高屋建瓴的知性
智慧，似乎就是对形而下的超越性预言：“绘
画之所以存在，并非为了把可见的东西重复
一遍，而是为了把看不见却又应该看见的东
西变成现实中的可见物。在这个不断创造新
的可见物的过程中，人们充分运用感性、知
性和理性，运用想象、意趣和机杼，或切入或
游离或超越于历史发展脉络，为视觉形态的
日益丰富带来了无尽可能。”“从中西古今相
交错的时代语境中捕捉亦此亦彼的灵感”，
不正是我们当代艺术家正在从事的精神劳
作图景的写照吗？
在更为年轻的艺术家那里，造型并非一

个原则性的概念。韩峰老师率性道出的，是
我们这一代艺术家的共同话语：“‘造型’在
美术学院里看上去是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
事情，但艺术发展到当下“造型”并不起决定
性作用，太强调造型反而会有束缚和限制。
艺术因人而异，没有规定和界限，试着找另
一种可能，这才是艺术的最初的出发点。”

关于“造型”的提问还将伴随本届年度展
而继续。“为有源头活水来”，或许，关于造型
的讨论，只是一个提问，它的指向，是开放、多
元、自由。从一个展览，到一种思想风格。

关于“造型”的多元解读
一场学院年度展之外的思索

“媒性的造型———2015～2016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年度展”
将于2016年4月6日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
“造型”与“媒介”是美术界永恒的话题。新媒体时代，艺术家

对于这两个关键词的解读随着时代不断推演出新的含义。新媒体
时代的艺术创新，同样和这两个关键词关系密切。
“从不同的媒介角度去研究不同的造型语言形成，从中寻找出

带有规律性的样式，并以此探索造型语言今后的走势，是我们作为
专业美术院校义不容辞的工作和责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汪
大伟说。这次展览也是海上画坛的一次综合巡礼和精华呈现，聚集
了上大美院最具代表性和实力的诸位艺术家作品，很多重量级名

家为这场展奉上了自己具有探索性的新作；涉及国画、油画、雕塑、
版画、刺绣、玻璃、摄影、多媒体影像等13个门类，多维度地展示造
型与媒材关系的同时，让这场校园内的展览不仅重新审视艺术教
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探索当代美术教育的方向及
其影响，也具有了关怀上海艺术生态圈未来的胸怀。
策展人、上海大学中国书画研究中心主任、国画系副教授、画

家丁蓓莉特别提到了在策展期间，在艺术家圈中进行的一次“田
野调查”。正是这次颇具新媒体时代气息的调查，让策展团队打开
了造型之于艺术创作的多元解读的宽广空间；也让他们渐渐把握
到了做这个展览的意义所在。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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