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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话题 /

! ! 作为艺术史上不得不得到的传奇，莱
奥纳多·达·芬奇给世界创造了无数惊喜，
除了无与伦比的智慧，在他身上值得一般
人学习的地方也有很多。本刊 !"#$ 年 % 月

& 日 '! 版!艺术家也能是"全才#$$$用当代

眼光重新认识达%芬奇&借回顾达·芬奇的人
生和经历，对当代艺术家也该更多元化
发展作出一点提示，请停下疾行的脚步，
回头看看。
达·芬奇首先让我们看到“文理不分家”

的典范，其实在艺术创作中，只要有创意，什
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材料都能成为艺术创
作的基础。达·芬奇的众多发明很多还长眠
在他的手稿中，很多即便今天看来都充满想

象力，而发明中所透露出的科技智慧很多都
被运用在了他的艺术创作上，比如《蒙娜丽
莎》那个神秘的微笑，至今人们还在研究究
竟是什么让蒙娜丽莎的微笑如此迷人。将
达·芬奇放回到那个人才辈出的文艺复兴年
代，他依旧是出类拔萃的，因为他在五百年
前就完成了艺术科学化，手稿中《维特鲁威
人》所绘制的完美人体比例在当时具有跨时
代的意义。无论是他的科学发明，还是他的
艺术成就，背后透出的都是他在那个时代敢
于超前地创新、大胆地探索的精神，这才是
他给世界最大的贡献。
其次，达·芬奇是“全才”，但依旧是个正

常人，他在绘画和发明过程中也同样经历过

失败。很多人只看到他的天赋和成功，却常
常忽略了他成功背后超出常人百倍的努力，
他的很多壁画都“毁”在他的创新中，壁画技
法和涂料的科学实验使得我们能欣赏到的
经典壁画少了许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达·芬奇身上那

股不服输的钻研精神是很多人所没有的。尽
管现在不是文艺复兴这样“百花齐放”的时
代，但达·芬奇身上所涵盖的文艺复兴精
神———不受传统束缚、不断探索创新还是值
得今天的艺术家们借鉴。比起那个年代，当
下的社会充斥着更多名与利的诱惑，要成为
达·芬奇那样的“全才”还需更加坚定和努力
才行。 本版摄影'姜锡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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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的尴尬境遇提出了疑问$$$!何时方能

"断奶() &如今当代艺术在国内占有不容小觑
的一席之地，然而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西方
当代艺术的影子总是随处可见，显然我们还
未从大师效应中“毕业”，这样的情况下又怎
么能挺起胸膛在国际艺术舞台上将“中国创
造”当做自成一派的艺术品牌呢？
去年轰动一时的“杜尚 与!或!在中国”在

北京展出，很多人去了发现整个展出除了一
件杜尚创作的作品外，其他多是复制品和中
国艺术家的作品。本来这也无何不可，但是既
然将“杜尚”作为主打，那么只靠一件真品实
在有些让人无奈，难道其他中国艺术家的作
品就毫无魅力？并非如此，关键还是不靠大师
名气，总让策展方感到没有底气，归根到底这
还是对本土当代艺术不自信的表现。
缺乏鲜明的中国印象恐怕是中国当代艺

术的一大问题，大部分的当代艺术创作仍然
徘徊在传统和西方之间，没有找到最合适的
切入点。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制造”印象深刻，
大量、复制就是最多的感受，在当代艺术方
面，我们不该是“中国制造”，而该出现“中国
创造”取而代之，我们不缺大众化的创作，缺
的是有足够分量的经典作品，我们的当代艺
术普遍缺乏原创性依旧是硬伤。
当然，我们还是能看到艺术家积极挖掘

自身特色而创作的佳作，可由于很多艺术家
只专注创作，往往缺乏用文字语言表述艺术
观念的能力。如果借助批评家的文字功底，则
无法百分百地将艺术家自己的创作思想完全
表述出来，多少会有些变样。这样一来，即便
我们有好的作品，却缺少准确的导向，那么很
可能会被轻易抹杀了作品的独到性。

中国当代艺术想要不做西方主流的附
庸，首先还是要增加艺术家自身的实力，而且
必须将原创能力和诠释能力一起抓，缺一不
可。我们已经走在通往国际大舞台的道路上
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创造”的机会很多，将来
有一天，当“中国创造”真正成为我们的金字
招牌时，才能算是彻底“断奶”。

! ! ! !每年高考的艺考热现象不但没有得到
理性的舒缓，反而随着艺术相关专业的扩招
愈演愈烈；相较之下，艺术科班出身的从业
不易，而一些半路出家者大获成功的却不少
见，究竟是业余人士更有天赋，还是艺校入
学门槛太低？在 !"($年 &月 !&日 '!版刊登的

!放低艺校入学门槛该不该) &一文就当下艺考
怪现象深入评析，反思艺术的院校教育同
时，更深一层地就当今艺术家需要具备哪些
素质提出了鲜明的观点。

作者王远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系副
主任、教授，在文章登出后，他的不少学生借
由他向本刊提出了不少感悟，很多正是基于
他们的亲身经验。“虽然现在还没毕业，但我
已经开始担心未来就业的问题了。”一位大

三女生曾向王远袒露了心中的担忧，“原本
是单纯喜爱艺术选择了艺术专业的，如果因
为就业难而选择专业不对口的工作，我实在
觉得可惜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困扰，尤其
在国内大环境下，初出茅庐的新人如果没有
好的机遇很难在艺术界站稳脚，即便很有才
华，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一门心思专心创
作，孤芳自赏。反观那些叛逆的现代艺术家
们，他们以绝对的艺术实力来出名，艺术的
表现方式是否具有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是否
建立在对历史的充分了解和超越上。换句话
说，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还不够，必须基于
对传统的充分理解再融入自己的特色才是
有积极意义的创作。
除了要具备艺术家该有的创作天赋，如

何让别人理解作品也很有必要。光会创作不
会交流，难免会走上孤掌难鸣的道路。在物
质泛滥的今天，人与人之间对文化的理解、
对当代艺术的认知程度大相径庭，正因如
此，艺术工作者必须付出更多去提高对艺
术作品的诠释能力，让更多观众能够接近
艺术创作的本体意义，获得审美价值。尽管
艺术院校生还需要更多时间去历练，但在
院校学习中改变一贯重“术”轻“学”的理
念，想必对于只注重实践的院校生们会更
有帮助。真诚地热爱艺术，努力地探究创作，
这应该成为艺术工作者自始至终的原则，艺
术行业需要经过时间的验证、文化的累积，
如果缺少正确的心态，那么无论出身科班与
否都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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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中，人们对艺术家有时会有些困惑：好的艺术家
究竟需要具备哪些素养？中国的当代艺术何时能够响亮地打
出“中国创造”的名号？本次年终专稿就将盘点焦点新闻，共同
探讨艺术家的生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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