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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一直在想!跟俞晓夫见面的时候!他说

话经常会有多面性的开头" 对于刚进入上师

大担任美院院长一职之事! 他让我感受到了

他对艺术教育工作的真诚和执着! 而他将自

己定位#小八腊子$!还说%#我到这个学校里

来!就是想为学校做些好人好事的& $

刚电话告诉他我已到了上师大美术学院
小白楼里了，人还没见，就听到走廊那头叽里
呱啦地喊着我的名，一见面他就拉着我的手，
热情地介绍起新办公室的情况，办公室里正放
着他 !"#"年在美国举办画展的海报，他指着
画就问：“这幅画不常看到吧，不过最近我画了
不少这样有点抽象的作品。”从他略显兴奋的
神情中能感觉到，他对这种有别于历史画的具
有现代语感的创作还相当有兴趣和得意。

当被问及最近忙什么，俞晓夫如数家珍
地说起手上许多正在积极筹备的项目，最近
的一个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
室主办，上师大、上海刚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的“纪念刘少奇诞辰 $$%周年中国
油画展”。预定在今年十月举办相关研讨会，
明年 !月将在北京、上海展出。

另外，他早早开始策划起 !&$% 年纪念
反法西斯胜利 '& 周年大型历史画展来了，
“这个画展将会被带到俄罗斯，并会邀请俄
罗斯画家来创作相关内容，这就像现在中俄
联合军演一样，也将文化艺术联合到一起。”
这场画展由俞晓夫担任华东地区负责人，征
集华东地区的相关绘画，“我们的目的是将
这个展览推向国际。”这样忙碌地策划、参与
众多项目，实在不得不让人感叹，而他却说：
“这就是我想为上师大甚至是上海做些艺术
大事的梦想，不过我只是想把我手头的事做
好而已。”

#所有人都没想到我会到上师大来!招聘

的条件几乎是为我量身定做! 要求知名的油

画家'年纪不限'又有教育行政的工作经历!

全球找也找不到!老外来都不行" $这番话(大

言不惭$!从他嘴巴里说出来却一点没让人觉

得反感! 因为他是真正靠着实力和知名度竞

争上岗的&

说巧不巧，在得到校长聘用前，俞晓夫正
好在这里做了两年客座教授，专门代班为艺
术硕士上课，要找一个专家能给学院带来生
机的，他就靠着上课认真，在学生中反映不
错，就顺理成章地留下了。作为一名艺术家，
要担任这样一个具有行政性质的职务，他承
认有时也会紧张。“我在学校重点就抓创作，
别的我不管。”说到这儿，他爱调侃的个性又
冒出来了，“真的，艺术家特容易得罪人。”

俞晓夫很不客气地说自己是“三十岁啥
都不懂，四十岁是愤青，五十岁比较冲，现在
六十岁反而很平静了，做事求稳扎稳打了，我
就是一件件做。”这种稳扎稳打的做法恰好反
映在他对学生的教育特点中。他主张让艺术
硕士首先要回归经典主义，因此规定每个人
进来都要经过临摹古典艺术绘画大师的作
品，而临摹的作品交由刚泰进行收购，这样既
能让临摹的学生有钱赚，而且又走向市场，产
生了艺术商品。
“我觉得有些挂在墙上的画实在太差，

与其这样还不如临摹些世界名画，局部的也
可以，因为世界名画也不都是严肃的，也可
以是印象派的，什么都可以。”因为是画出来
的，效果如果逼真的话，它很可能成为一个
很好的买卖，产学研的教育特点就出来了。
一旦效果好，俞晓夫打算将这种模式普及到
整个本科，甚至波及到其他院校的美术学
院，发散出去，达到资讯共享。“人总有落难
的时候，大家搞好关系，我觉得人缘是很重
要的，院缘也是一致的，好的自己弄，坏的没
人救，这个不好。”

即便不是院校学生!那些有潜力的青年

艺术家也是俞晓夫牵挂的对象!艺术硕士毕

业展如何办得更好' 青年艺术家如何能出

头!业内和社会如何评介年轻的艺术家和他

们的作品!这需要连接口!他始终在不断思

考着&

交流当中，记者发现他对艺术教育绝不
仅是空想，说着说着就有很详细的规划和计
划表达出来。譬如，他正计划着请画廊来参与
艺术硕士毕业展，对好的作品进行分配，出画
册，让毕业展尽可能达到上海一级的水平，
“这无论对收购者还是我们的学生都是双赢
的。如果搞得好，还可以到北京展出，让上师
大的艺术硕士名列前茅，有了威信，做得更
多，我们也会得到更多支持的平台。”这样颇

有商业头脑的模样，比起某些美术学院只管
招生不顾毕业生就业的不作为，反倒让人感
到敬佩。

另外，俞晓夫成立了一个历史画创作与
研究基地，动员了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来合
作，期望能在全国范围内招生，不是本科生，
而是进修生，就用历史画来作教学。“现在历
史画任务很重，除了眼下的刘少奇展，还有军
事博物馆、上下五千年等机遇，做不完。”的
确，这次全国文联、文化部组织的大型历史画
展“上下五千年”，全上海只有 (幅历史画中
标，其中就有俞晓夫的“司马迁与《史记》”，如
果能培养更多创作好作品的人才，才能提升
历史画创作群的水平。

不过他也很清楚，青年艺术家要想在上
海的艺术市场冒出头来，得到收藏家认可是
关键，所以他希望有更多活动宣传，“就像某
些电视选秀节目，一会儿观众投票，一会儿专
家投票，这些都是有娱乐成分在推助才火起
来的。虽说艺术创作本身应该是实打实的，但
是有时候宣传手段也要有娱乐性的做法。”

一旦涉及教学! 就不得不对历史画创作

理念进行更理论性的探讨! 该画什么样的历

史画)为什么要画这样的历史画)俞晓夫正在

摸索着!反思着&

“历史画应当与国际接轨。”俞晓夫创作
历史画的内容并不是简单地复原历史画面，
他认为：首先，历史画应该还原真实的空间，
应该是一种严肃的作品。这需要有德国人般
的刻板精神，因为德国人伟大就伟大在“刻
板”得很，一板一眼的，却因此能把细节做到
极致。其次，要有意大利、西班牙、法国那种人
文和宗教延续下来的传统，这种人文精神不
会分太多的宗教派别，主要表现的是一种无
关乎阶级的人文关怀，是为了宣扬一些感人
的、有普世价值的历史而进行的创作。另外，
他还提倡像苏里科夫那样进行穿越性的创
作，当“我”也在画里，才能用当代的观念去解
读历史，才能产生当下的意义。

而画历史画的目的则是顺应了事物发展
的规律———物极必反的道理。很多国家都认
为当代艺术已经走到尾声了，即便是美国在
巅峰了那么多年后，也面临枯竭。我们需要新
的东西来替代它，那么我们就来回顾历史，
“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将经典的绘画艺
术、具象的绘画拿来作为一种新的前卫。当代
艺术再时尚，一直看一直看也会视觉疲劳，反
倒是突然看到一个经典的东西会觉得更好
看。将它提到很学术的高度上，要以占领学术
高地的姿态去发扬，才能发挥出历史画的超
越性和潜能性。”通过历史画，我们可以把具
象绘画做好，不必局限在历史画，肖像、静物
等也都可以。不过，俞晓夫也希望画家同时也
做一点当代的作品，综合材料的、多元的、行
为的都可以，这样也能作为历史画创作的一
些调剂。

关于历史画创作院基地的这两块内容，
始终贯穿在俞晓夫的艺术教育中和他自己的
创作中。或许很多人眼里，因为他好导师的身
份，总让人容易觉得他有些商业味儿。但希望
大家能理解：“别看我做了那么多其他事情，
其实我还是个画家。”

俞晓夫：我就是个“小八腊子”
! 黄伟明 文 )摄

对于俞晓夫，很
多人知道他的重大历
史题材创作，知道他
身兼中国国家画院研
究员、上海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院长、上海
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等多职，而我曾在四
年前与他有过一起出
访西班牙、葡萄牙办
展的经历，让我对他
有了更多面的认识。
此次俞晓夫参与了新
民晚报发起的上海市
慈善基金会书画善会
基金（“上海书画善
会”），借此机会很想
听他谈谈对于美术新
型教学的理想，听他
谈谈创作，让我想将
这个拥有平常心、时
细时粗、喜欢不时调
侃一下自己的俞画
家、俞教授写出来。

" 编外家庭成员*布上油画+ " 一场历史剧*布上油画+

" 俞晓夫正在对放在地上的作品进行讲解演示

" 公开场合里的私话*布上油画+" 我们与它们开了个玩笑*布上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