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趣!应该是人生起步的关键

艺术并非是吃“青春饭”
曾有家长问我，考什么艺术专业将来会

有出路。我回答：如果是个人不喜欢的专业
（即使是很热门的专业），最终，学生应遇到发
展困难，自然就会退却。兴趣，应该是人生起
步的关键因素。许多困难，因为兴趣而坚持，
或许这种坚持相对有兴趣的人而言，并非是
一种困难，可能还是一种乐趣。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学艺术的学生却过

多地考虑了比较现实的问题，忽略了个人
的兴趣发展与能力提升。可以说，艺术并非
是吃青春饭的行业，成才相对较晚，得到社
会认可或成名成家的少之又少。艺术之路
相伴的或许是一辈子的默默无闻，可能坚
持下来的艺术工作者把艺术作为了生命活
动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时常快乐地伴随
着他。我想，不管是成功或不成功者，学习
和研究是终身必需的。或许你并不成功，但
是，你的行为或思想影响了周边的人，并在
与你的交往中获益匪浅，那也是一种成功
的体现。

繁荣掩盖不了实质内容的虚弱

艺术困境需要内外合力
艺术发展需要内外合力环境。外在的硬

件是基础，内在的价值才是实质性的。
近几年，上海文化部门、机构、行业协会、

私人企业家等相应扩建了较多的艺术活动场
馆；好大喜功的艺术活动、项目也没有少搞。
但是，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实质内容的虚弱。
回顾在这些繁华的艺术场馆里，开展的较多
艺术活动，最终让人留下印象的却很少。乏味
之时，只能依靠老办法，引进国内外的艺术项
目来充实自身的虚弱、麻痹自身的感觉。由于

本地域的文化力在逐渐下滑，这一现状，已到
了无法再遮掩的地步。当然，艺术创新的口号
也喊了许多年，诚然，实质性问题———我认为
首先解决的是机构、行业的自身进化问题并
需建立相应的淘汰机制。

艺术与其他行业比较，显然是喜大普奔
的娱乐活动掩盖着一直被边缘化的现实。尽
管这几年艺术被列为教育部的第十三大门
类，但是，我们可以在中小学义务教育中看见
艺术课程仍然处在不被重视的地位———据虹
口区美术教研员赵培红老师所言：工作了几
十年，发现大多数上海中小学没有组织过学
生去看过美术展览。虽然，其中缘由很多，然
在上海国内外艺术活动之多，交通之便捷的
大都市，本地域中小学校竟然如此漠然置之。
可见，中小学的校长们仍然存在对艺术教育
不够重视的观念。

艺术发展本身也遇到了来自学术与市场
问题的困扰。艺术的门槛越来越低、艺术的价
值判断混乱、不懂专业的所谓专家比比皆是，
有的判断艺术价值以文史哲为准、有的以讲
故事为例，有的以名声定价、有的以市场行情
而论。

外部的硬件与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内
部的机制与从业者素质是不同的两类问
题。显然，外部与内部的因素都包括条件与
人的关系问题，两者都应建立督促、淘汰
机制。

评判艺术价值是否有点混乱

学术兼备是发展之道
艺术教育问题也是影响艺术发展的基本

问题。大学艺术教育多年“学”与“术”分离的
培养模式，使得艺术生综合文化素养相对较
低，其中对艺术价值判断，始终存在“学而无
术”或“术而不学”的现状。这也使得学生进入
社会后失去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与竞争能力，

也导致了艺术领域价值取向混乱、良莠不齐、
乘机渔利现象发生。因此，只有学术兼备才能
解决此困境。

每到学生毕业创作展览之时，问起学生
的创作问题，回答常常是答非所问或表述不
清。而学史论专业的学生，论述的主题始终脱
离艺术实践侃侃而谈，甚至故意回避当代艺
术现状。这一状况的维续已经到了阻碍当代
艺术发展的地步。

艺术实践者应该更明白指导个人实践的
理念及意义是什么，有何不可替代的创造价
值，这些价值意义是否通过实践被有效的传
达出———理论阅读、思考交流、写作能力是艺
术实践者必须加强的。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如
果作者都表述不清，那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当然，艺术理论者也应多重视实践能力的培
养，提升对艺术不同表达特质和语义的觉解
力。如此，理论才能言之有物，切中实际，从而
避免常见的陈词滥调，或者故作高深滥用专
业术语、生套哲学词汇，撰写出与艺术作品毫
无相关的文章。

在当今物质泛滥之时，对文化理解，尤其
在对当代艺术方面所认知程度和能力而言，
确实存在不尽如人意的状况。因此，艺术工作
者需要在付出更多努力去思考、创作艺术作
品同时，更需要提高对艺术作品的理论能力，
从而达到让观众接近作品的本体意义，感受
到艺术带给人们的精神力量。这里，笔者还是
希望重“术”轻“学”的艺术实践者，或重“学”
轻“术”的理论家们，积极主动地去研究学术
之道。或许，这种补缺似乎意味着对过去的一
场补考，然而，这对于艺术发展将起到深远的
作用。

近几年，我在艺术教学中将学术兼备理
念贯彻于实际的教学中，虽然，我与学生都有
压力，但是，学生收获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
这一理念的实现，也会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起到一定的社会作用。

如何比喻艺术作品？
我愿把它比作“水中之
月”；它比脱离视觉艺术
作品的空谈更加美妙动
人。艺术与人的感受似如
经过水之涟漪的渲染，随
波荡漾，月亮在水之作用
下所呈现的是语言无法
言表的幻境，由此可见艺
术实践的美妙之处。

艺术实践过程中，艺
术家通过艺术语言表达
其内心思想。不同形式的
艺术语言传达不同的艺
术内涵。艺术语言涵盖视
觉、听觉、触觉等方面，涉
及绘画、文学、戏剧、雕塑
等学科。在艺术多元并进
的时代，各学科间界限也
随之多元化，艺术家可选
择的艺术语言方式也越来越多。

视觉语言作为艺术的重要特征，更
需要不断尝试新的变化与形式。视觉语
言从线面、色彩、构图、笔触等基本要
素，不断拓展至肌理、材料、空间、新媒
体等。艺术的多元使得各种材料也由传
统的纸、布、木、石、陶、漆、木板、纤维等
拓展到金属、蜡、火药、化学物品、电脑
影像以及现成品等。这也被中外艺术家
广泛探索与研究。

徐冰以尘埃为材料，以雾状方式喷
洒，经时间沉降后作品痕迹呈现了物质
的新属性。梁铨则将宣纸功能从介质转
换为材料拼贴于布面。白南准将音乐、
电视、激光等加入创作，将艺术、媒体、
科技相结合。这些物质材料在艺术实践
过程中的运用，具有可变性、时间性、参
与性并探索出艺术实践方式的新视界。

艺术家通过作品的视觉语言传达
内心，这是艺术实践。然而作品的解读，
不能一味喧宾夺主地讲其背后的故事，
还需将视觉本意转换为母语语言，从而
让观众靠近艺术的本体意义。这恰恰离
不开艺术理论的作用。艺术理论是实践
的具体表现，艺术实践是理论认知在作
品中的具体运用，两者相辅相成。

从艺者在实践的同时要加强自身
对理论的表达。有没有自己的思想决定
了其是艺术家还是工匠。历史上有许多
实践与理论并存的大师，如顾恺之、康
定斯基、罗丹等，他们都有伟大的艺术
作品与独立的艺术理论。

笔者认为艺术家要经常对自己在
实践过程中的感受进行理论总结，它是
自身不断取得进步的动力，同时艺术的
进步和发展也需要不断创新的理论来
指导具体的实践。坚持以实践验证理
论，再以更新的理论指导具体的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为艺术长期发
展创造广袤的空间。!作者为华东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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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话题 /

艺术教育
如何面对
文化困境
! 王远

●导语

面对城市迅速发展，艺术
在其中的作用也发生了相应的
变化。当代文化发展之困境，需
要内外因素合力，更需要学术
兼备的艺术人才。因此，个人的
艺术之路、社会的文化环境、艺
术的教育模式同样需要面对观
念改变和结构调整。

●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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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前后，适逢艺术生专业高
考。报考艺术类的学子们依然络绎
不绝，有抱着梦想去的，有为了寻
找一条进大学的捷径。然而，艺术
之路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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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系副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