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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话题 /

疑惑!艺术科班不如业余"

学艺术出身的!从业不易"业余爱好者!

成功者大有人在#是业余者悟性高!还是专业

者先天不足!还是艺术的门槛太低$

由于艺术多元价值趋向，年轻艺术家更
容易被潮流所左右。艺术界的评判失语，使得
一些似懂非懂艺术的人适时也充数于艺术界
并时常发表一下见解，有一点权力的人且无
自知之明的甚至会干扰艺术的正常发展。艺
术界有相应的行业，评判标准也各有不同。比
如，美术就有油画、国画、版画、雕塑等传统专
业，在这些传统专业里，每个专业又可分为传
统与当代方向。因此，在不同专业、不同方向
里各自的评判标准也相应不同。所以，我们不
能以一种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事物，也不能以
狭隘的眼光去看待当代艺术，更不能不懂装
懂轻易下结论。
艺术始终是必要的，甚至是高尚的。学艺

术者常言从业不易，成功者寥寥无几。反而非
科班出生、业余学艺术的且成功者大有人在，
结果为何是如此？是业余者悟性高，还是专业
者先天不足？不管艺术家由于何种原因踏入
艺术之门，成功之道并非一蹴而就，时间会慢
慢显山露水。

回顾!传统发展至今是何模样

中国传统艺术至今仍有人热衷! 然而更

多的是继承!而非发展!他们仍然倾向于矜持

着文人风骨!孤芳自赏#

自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美术从民
间技艺转变成人文艺术，通过文艺复兴三杰
的卓越贡献，美术增添了艺术科学性的重要
意义并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的辉煌时
期。

美术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是有一定门槛，
其难度起码在技术上是常人无法掌控的。例
如：在解剖、透视、技法表现上，若不经过师傅
指点或长时间训练，是无法完成一件像样的
作品。技术难度不代表一切，然而却是极其重
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西
方传统艺术的发展仍然在继续，但已非过去

形态，如，当今世界著名艺术家培根、弗洛伊
德、霍克宁、克罗斯等，他们既继承了传统意
义的技术表现难度，又介入了当代的思考。

在中国传统艺术里也有现今追随者，有
一部分人依旧热衷于传统美术，世界在发生
什么，似乎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沉浸在过去
的旧文人的清风傲骨，孤芳自赏。可喜的是还
有一些当代水墨的探索者，他们在继承传统
文化元素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传统艺术的
当代可能性，为传统中国艺术建立具有当今
中国文化在世界艺术之林的价值意义。

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历
史，妥善保护与继承弘扬那是毋庸置疑。但
是，今天的人类需要发展，也同样需要展现今
天人类的文化精神印记，这也是为后人如何
留下一些值得尊重的文化财富所应尽的使
命。所以，传统如何发展，如何展现时代特征
与世界交流，这是一个老问题。躺在历史的温
床上是无法令后人尊重，更无法令世界感动。

反观!现代艺术思想与方法

反叛精神或许是现代艺术发展最大的人

文特征!它不仅体现在技法层面!更是思想与

意识的精髓#

回顾历史，现代艺术先驱们对传统历史
（美术）的了解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无知。塞
尚、杜尚、毕加索、马蒂斯、夏加尔等艺术家早
期都有过学习传统美术的经历。巴黎的卢浮
宫艺术馆在 !#$%年就开始对外开放，他们每
天都可以接触到传统美术并得到相应的启
发。

为什么这些现代艺术家当时不继承那么
好的传统美术？主要是看思考的视角在哪里。

如若这些不安分的现代艺术家们在当时没有
接受到现代思想的启蒙，可能，我们今天的艺
术仍旧是那个时代的风貌。现代艺术的难点
不仅在反叛本身，而且体现在反叛的结果。无
论你如何反叛，都要看艺术的力量在哪里。现
代艺术的力量主要体现在艺术的方式上，这
种方式是否具有创造价值，这种创造价值是
否建立在对历史的充分了解和超越之上。艺
术在发展，人文精神也在发展。反叛精神或许
是那个时代的人文特征，它是一种怀疑，抑或
是一种对存在的焦虑，这种精神可以说是积
极的，但它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转引至今
天，你可以不服，但是你用什么让别人认可你
的价值？你的存在的差异在哪里？因此，现代
艺术的门槛与传统艺术不同，它不完全体现
在传统的技术层面上，而是反映在反思、自
觉、创造上的难度。

呼吁!当今需要真诚和努力

无论专业或业余! 艺术家应当凭借对艺

术的真诚与执着打动人! 而不是去计较我能

从中获利多少#

业余学艺术者在西方成功的也不在少
数。从高更、梵高、白南准、克莱因、波伊斯以
及今天赫赫有名的基弗、劳伦斯维纳、赫斯
特、班克斯等数不胜数。我们可以从这些业余
艺术家的历程看到，这些艺术家们开始的人
生经历以及人文艺术素养的积累，使得其个
人表达的方式最终选择了艺术。但是，所谓悟
性、天赋、成就，可能也无法摆脱对历史和事
物的阅读过程以及理解程度的觉悟和努力探
究之精神。因此，真诚热爱艺术的业余艺术家
在西方的成功并非偶然。

有目共睹，梵高对艺术的执着与真诚打
动了所有的观众。相对于其它行业，对于艺术
家选择艺术，并非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可能
有些在世艺术家获得了较多的名和利，但是，
这些都是对艺术执着追求获得成功的副产
品。如果起初学艺术的学生就把艺术作为一
个牟利的行业，我想，他是一定会被淘汰的。
选择艺术来表达个人的观念，就是选择了生
命的一种表达途径。由于当代经济、科技的发
达，艺术传播越来越平面化、迅速化，收藏在
世的艺术作品也变得习以为常。可以说，艺术
行业是需要经过文化的积累、时间的验证。或
许有些艺术家的成就在有生之年并不一定能
够得到认可，这也是学艺术的必需认识到的。

未来!#学$%术&并存才有意义

光会创作实践!不懂交流传播!这样的艺

术难免走上孤掌难鸣之境#毕竟!对艺术的理

解与思考离不开合理的表达#

&'世纪 #'年代，日本出现了被称为“物
派”的重要艺术流派。“物派”的灵魂人物———
李禹焕，他在个人艺术发展中不仅努力创作
实践，而且勤于阅读、思考，并写就大量的评
论文章，逐渐形成了个人的理论体系，推动了
“物派”发展，展现了东方文化在世界的当代
魅力。这就是“学术”的力量。
“学”与“术”之结合的意义具有其现实

性。在当今物质泛滥之时，对文化的理解，尤
其是在对当代艺术方面所认知的程度与能力
而言，确实存在不尽如人意的状况。因此，艺
术工作者需要在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思考、创
作艺术作品同时，更需要提高对艺术作品的
诠释能力，从而达到让观众接近作品的本体
意义，感受到艺术带给他们的精神力量。艺术
的理解需要“学”，艺术的发展也需要“术”。

虽然，艺术实践者在创作中付出了许多
劳动，但是面对传统学术观念———重“学”轻
“术”的现状，实践者有责任把践行的理由表
达出来。
这里，笔者还是希望一贯重“术”轻“学”的

艺术家们，尤其是只关注实践的艺术学子们，应
该积极主动地去研究艺术之“学”，将来一定会
有所成效。何况，艺术不仅仅是个技术活。!本文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系副主任%教授"

放低艺校
入学门槛
该不该？

又一年高考结束，当艺考生眼巴巴地盼着录取通知书的同时，不
少刚毕业的艺术生却在烦恼着就业。纵然如此，每年高考的艺考热却
依然没有降温，几乎很多大学都有艺术相关专业且招生规模不小。然
而艺术圈常言“人人都是艺术家”，在“金色大厅效应”触染下，农民画
画也能被请去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唱歌的去搞当代艺术也能被国内
外国家性的博物馆收藏。那么艺术的标准是什么，学校还需培养那么
多艺术人才吗？

◆ 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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