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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话题 /

! ! 近些年!年年热门的艺术高考"艺术类

高校教育的现状!以及艺术专业毕业生的就

业难等问题频频引起热议! 无论是学生"学

生家长!还是艺术界的相关人士都在高度关

注着#由于成绩不好才选择艺考的想法已经

成为普遍$ 高校内的艺术教育按部就班!让

学生的创作如一个模子里刻出来#艺术家们

也从这些怪象中意识到问题的严峻$ 画家%

理论家均应&学术并重'!&博学无术'和&博

术无学'均应反对(网友们也呼吁)确实需要

调整艺术教育的模式(艺术教育的门槛有点

低!中小学基础教育也要重视美育!艺考学

子心态要端正!艺术价值取向应以学术为标

准!众多文章值得反思(

凌启宁（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前油画
系主任）：

以往!油画系是成绩顶尖的学生才能入!每年

只招 !人!能进来的学生无一不是文化课基础扎实

并且热爱艺术的!连考三四年才考上的学生大有人

在!这些学生不断巩固基础!并且更懂得珍惜学习

的机会"而近十几年我发现!美院普遍扩招之后!不

但文化考分数线极低! 而且美术基础也远远不够!

多数学生是因为文化考成绩差!才#不得已$选了美

院% 这些既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又不热爱美术的

孩子怎么能成功&

即作为美院教授，同时也是过来人的凌
启宁老师，高中就读于市三女中，当时成绩优
异的她，完全可以考取北大、清华，却出于对美
术的热爱，最终坚持选择了考取当时的上海美
专。而如今，有多少艺考生文化考成绩优秀？又
有多少考生是出于单纯对美术的热爱而走上
这条路的？很多人觉得成绩好的学生学艺术是
“大材小用”，认为学艺术不需要好成绩，实际
上恰恰相反，艺术的创作需要艺术家有强烈的
求知欲和不断进取的学习力，不仅是文化知
识，更要推而广之到社会、文化上的方方面，越
博学艺术也越有内容。另外，良好的学习习惯
以及清晰的思维，才能让艺术家更善于梳理自
己的知识，表达自己的意图，从而孕育出自己
的风格，不至于跟着别人走。没有良好的学习
能力和表达能力，如何谈得上去创作？

王劼音（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前上海
美协副主席）：

中国文化有一定的私密性! 以前文人画画'交

流!诗人品诗!都有自己的圈子% 教育也必然是保守

的!老师要在大学里全部教给学生!就要先将传统

知识整理成系统! 而且大学里必然是教基本技法!

创作里的思想内容是没法教的!具体怎么画也没法

教!只能靠学生自己体会% 而教育的这种系统性!必

然是和艺术本意有冲突的!因为艺术就是要讲究突

破传统!而整体地把技法

教下去!就等于给学生套

上了个框架!至于如何打

破框架都必须要学生自

己来解决% 如何解决!就

是靠自己的#学(%

艺术教育的矛盾
和无奈绝不仅仅是国
内才有的现象，即便
是艺术发达的美国、
欧洲等也一样束手无
策。现代艺术思想与
方法一定会有反叛精
神，这或许是现代艺
术发展最大的人文特
征，它不仅体现在技
法层面，更多的是思
想与意识的精髓。

回顾美术史，那
些知名现代艺术家都
不愿继承传统美术，
而是选择走自己的
路。但他们的另辟蹊
径并不是完全扔掉传
统，而是踩在前人的
肩上更上一层。通过
接受更多新的事物，
来更新自己的美术
观，因此这些现代艺
术家的作品能流传至今，成为今天的“传统”。
如果他们在当时不愿接受现代思想的启蒙，
又或是完全脱离传统天马行空，可能艺术也
不会如此丰富精彩。因此，现代艺术与传统艺
术不同，尽管有体现在传统的技术层面上的
部分，但是更多地应当反映在思想的反思、自
觉、创造上。尽管美院的艺术教育有保守的一
面，但通过学生自身的学识储备和理念创新，
还是会让真正的“钻石”发光的。

罗步臻（前上海虹口画院院长）：
以前要进国画系要考国画写生!这在现在想

想根本不可能!因为中小学根本不教这个%所以现

在联考统一考素描!在按照成绩进专业!成绩好的

进油画系!成绩差点就)只能(进国画系%中小学不

教国画!导致国画系学生从零开始!基本上 " 年时

间都在学基础% 这也导致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国画

知识'不知国画深湛内美一样%

中小学不重视美育已经是多年的普遍现
象，小中高最多也就教到简单的素描程度，无
论学生兴趣如何、程度如何，都是统一格式教
下去，再加上主课老师常常“借用”美术课时
间，学生花在美术上的时间真是凤毛麟角。由
于只教授西画技巧，大部分学校招收美术老
师也多数选择油画系毕业生，连老师对国画

知识都一知半解，又
如何教学生画？

除了美育技巧的
偏颇，有关美术史的
教学也少之又少。大
部分高中生连最基本
的美术常识也不了
解，梵高有什么名画？
印象派有哪些代表画
家？这样的问题就能
难倒一大半学生了。
如此不受重视的基础
文化和历史教育下，
艺术教育又何谈“学”
与“术”并重？

张培础（上海大学
美术学院教授、前副院
长、国画系主任）：

我的学生! 有几个

在学校的时候成绩很好!

但踏上社会了却出不来"

还有的就相反!在学的时

候技术不是最好的!但胜

在热爱艺术!对艺术的理

解有自己的想法!经常会

参加社会上的展出!最后

反而闯出了名堂%这让我

感叹!#学(和#术(之间关

系真的很密切!只会画是

成不了一流画家的!笔头老练!内容像白开水!就找

不到自己要走的路!最后还是走不下去的%

很多艺考生本身对艺术并没有太大兴
趣，即便进入很热门的专业，踏上社会以后也
未必会从事专业相关工作。艺考真的不是一条
所谓通往文凭的“捷径”，如果没有兴趣和热
爱，反倒是在浪费青春。艺术教育的入学门槛
越来越低，导致艺术价值的判断也越发混乱，
缺乏专业的评价体系导致各种人云亦云的评
论出现，完全没有放到现实背景下就胡乱解
读的也比比皆是。“学”与“术”结合的现实意
义，不仅是针对艺术家内外兼修的标准，同时
也是艺术评论家、艺术史学家需要做到的。

丁荣魁（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前艺术总监）：
有些人一辈子都在模仿别人的画换钱!没有

自己的东西! 因为他们觉得与其一辈子受不到赏

识!当个穷画家!不如去迎合世俗的品味% 这种人

空有好画技!却没有思想!而真正的画家!都是在

某方面有所突破的人! 像齐白石能把虾画得与众

不同!就因为他用心观察并且找到了神髓!这就是

一种成就%

艺术创作最不缺的就是技巧，无论是天
赋异禀的，还是勤能补拙的，只要不断练习都

能达到一定的高峰，无论是油画还是水墨画，
古往今来能仿真到真假难辨的也不在少数。
然而对于当今的艺术教育来说，这种只重
“术”而不重“学”，却更加不适用。艺术是现实
最真实的一面镜子，时代不断在变，人的思
想、审美、价值观不断变化，艺术创作应该走
在前头，比别人早一步看清社会的变化和发
展。这种观察力和表现力，没有对社会、文化
的熟悉和掌握是无法拥有的。在注重创新和
突破的当代，一味踏着传统的老步子走，无论
什么艺术门类，都必然是行不通的。

陈谷长（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
#术(就是技巧技术!而#学(范围就广了!而

#术(最终还是要靠#学(来体现的% 以传统绘画为

例!要看懂传统的东西!美育和文育都要有!没有对

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就看不懂国画好坏% 就因为文

育少于美育!所以很多人能说得出传统画技法笔墨

的好坏!却不一定知道画了些什么% 关键还是要多

涉猎知识%

无论是学传统的国画，还是西方的油画，
单靠技巧想走遍天下简直是天方夜谭。由于
文化学习并不突出，很多艺术生并没有良好
的学习习惯，特别是缺少广泛的阅读，但是对
美术史的了解也知之甚少，尤其在网络发达
的今天，名著、传记、散文等文学书籍的阅读
更是里年轻人越来越远。艺术不单是为了反
映真实，更是为了升华真实，这与文学有着相
通之处，越多书籍的阅读，能让艺术家在创作
时有更多灵感，一个重视“学”的艺术家，他的
创作必然是有深度、有内涵、有层次的。

奚阿兴（上海少年儿童美术出版社前美
术总监）：

其实我们七个每周三坚持风雨无阻的#相约星

期三(!就是老友之间的相互学习% 王劼音是老大!

因为他是我们之中思想最新'最多变的!和他一起

总能接收到很多新的想法% 再加上我们一半是搞传

统水墨的!一半是搞油画的!从对方的画当中都能

学到很多技巧和想法% 所以每次聚到一起都很开

心!退休以后还能不断进步%

艺术之间虽然有门类，但是相通之处、可
借鉴之处也不少，从来就没有分明的界限，因
此无论是技巧还是思想和知识，哪怕只有零
星的启发，都有可能激发和碰撞出全新的画
法或内容。“水墨缘七老”沙龙就是七位老画
家，给自己营造出的这样一个既亲切开心，又
能交流进步的场所，他们虽然低调，但都没有
因为退休而放弃创作，反而还在探索自己的
艺术道路，既借鉴老友的不同技法，又保持自
己创作原则。这样的艺术态度也是对艺术教
育的一个提示：坚持与创新都离不开“学”
“术”并重。

关键要有魄力打破“框架”
———特约“水墨缘七老”探讨艺术教育敏感话题“学”与“术”

自2月8日本刊刊登了华东
师范大学美术学系副主任王远教
授的《艺术教育如何面对文化困
境》一文之后，央视网、大公网、新
浪网以及全国各地的艺术和教育
类网站都相应在头版转载了本文，
反响相当强烈。尤其不少美术院校
生的家长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引起
足够重视，而专业人士认为这种现
象还值得进一步探讨。艺术家们也
感到：“学术并重”应成为美术人才
培养与美术研究的一个原则。

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前副院
长张培础教授牵头，王劼音、丁荣
魁、陈谷长、罗步臻、凌启宁、奚阿
兴七位老教授、老画家坚持8年至
今的“水墨星期三”，让他们自然形
成了“七老(均70岁以上)”沙龙。面
对这个日趋严重的城市敏感话题，
在艺术教育、高校、社会都接触良多
的“七老”应本刊之邀，以所历所闻
探讨了艺术教育的“学”与“术”。

! 本报记者 黄伟明 实习生 梁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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