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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全国高等美术院校优秀学生作品
邀请展”，囊括了全国 %&所艺术院校自 !"""

年以来的 &""多件优秀学生作品，以“撷英”
为主线，分设“学院聚焦”“经典浓缩”“设计应
用”“探索实验”“未来展望”五个内容单元，对
应当前高等美术教育学科发展的专业格局。
作品分布于中华艺术宫的五米层的主体展厅
之中，在各大内容单元中，优秀的学生作品营
造出多元共存的主题体验情境。
我们试图呈现出当代学院艺术承袭者们

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理解、探索，以及经过教育
诠释后的自我表达，同时他们亦以一种景仰
和敬畏的心态，在研习与创作之路上不断获
得来自前辈们的灵感，这也是深入了解艺术
本质与其自然发展规律的必经之路。只有在
夯实基础的前提下，从学院中走出的年轻一
代艺术家或从艺者们才有可能激发自身的审
美意识与创作潜能，以“精研古法、博择新知”
的心态在艺术道路中前行。

在展览中，亦展现了当代艺术设计学科
的发展现状，以及年轻设计者们如何将自身
的审美力、想象力、感知力和创造力运用于
实际创作中，为人类舒适便捷的生活提供可
能。在“设计应用”部分，我们能直观感受到
当今中国艺术设计学科的教学现状，看各大
高校是如何培养青年设计者们的审美力、想
象力、感知力和创造力，并最终将这些能力
运用于实际创作中，为人类便捷、舒适的生
活、高效的生产而不懈努力着。年轻的艺术
家们对当下的社会生活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他们试图运用合理的材料、丰富的媒介及新
颖的概念，创作出更多具有理论深度和现实
意义的作品。

最后在“未来展望”部分，通过各个学
院领导与专家们的前瞻之语，体会学院教
育作为国家发展创新资源，如何与时俱进，
探索历史转型中的新思路与新模式。此如
上海美术学院院长冯远所语：“回应新时
代，教育以人为本，以学为宗、以塑魂为根，
以道器为要，以师教为重，以济世为用”，代
表参展院校领导与专家的共同心声，旨在
共同探寻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高等美术教育
的发展前路。

上海美术学院!都市艺术资本"工作室

! ! ! ! '(%"年左右，在重庆璧山，潘天寿先生
对学生说：“我们救亡图存，无能为力，只有像
泰戈尔那样———文化救国。你们还年轻，要跟
我一道刻苦钻研民族文化，努力攀登高峰，这
样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即使中国亡了，我们
的民族文化，还后继有人。”从这段话中，可以
看出潘天寿先生始终怀抱以民族艺术振兴中
华的决心和勇气，以及艺术创造的高峰意识。
从根本上说，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的中国书
画教学特色的建立，都得益于潘天寿等一代
中国书画教育家对这个内核的认识和坚持。

'(!&年，国立艺术院建院不久，就将西
画系和国画系合并为绘画系，这是蔡元培和
林风眠“中西融合”思想在教学上的体现。但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西画和国画课时设置上
很不平衡，'()"年绘画系油画与中国画的课
时比为 !"：%，'()%年为 !%：(。课时既少，学
生学习时间不够，就无法深入了解中国画之
堂奥，上课也就变成应付了，所以有所谓“磨
墨派”的，上课时间只用来磨墨，墨磨好，正好
下课。对于中国画教学的这种情况，潘天寿很
是着急和担忧。'()(年 !月，在潘天寿的提
议和坚持下，滕固校长呈教育部批准中西画
分两科设置，成立西画组和国画组。'(%(年
全国解放后，原延安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开
始进入各大美术院校担任领导职务。解放区
的美术创作经验在美术院校中得到实践。闲
情逸致的传统国画面临着改造的要求。美院
的国画科与油画科又合并为绘画系，且“国画
科”之名也被“彩墨画科”所替代。潘天寿对此
是非常焦心的。现存 '(**年潘天寿辑《中国
画科应涉猎的传统画论书录》，此稿上潘天寿
原写为“彩墨画科”，后涂改为“中国画科”，此
时彩墨画科成立还不到一年，可见潘天寿已

在考虑彩墨画的改名问题。到 '(*$年后潘天
寿先后出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浙江
美院院长等职务。他最开始做的就是改彩墨
画系为中国画系，为中国画的独立发展争取
名和实。
随后，在潘天寿的主持下，中国画的人

物、山水、花鸟分科教学，开设画论、诗词题
跋、篆刻、书法课等课程，成立书法篆刻专业
等等，这些具体的举措都可以看成是潘天寿
建构符合笔墨统系的教学体系的努力。画论、
诗词题跋、篆刻、书法等，无不是文人的基本
修为，是“求品格襟怀之高远，或求道德学养
之深纯”的基础和保证。
因此，潘天寿之争取中国画教学的独立和

完整，根本上是他在近代以来整个中西文化碰
撞、政治环境偏激的情况下，对民族艺术特点
的清醒认知，对中国绘画内核的执着坚守。

潘天寿将振兴民族艺术作为毕生的奋斗
目标，当民族传统艺术遭到无知的偏见、不公
平际遇和衰落之时，他从来不“躲进小楼成一
统”，安于象牙塔的创作，而是披荆斩棘，想尽
办法进行纠正、恢复和发展。他是一个真正的
具有自觉的文化担当的知识分子。

'(*)年，潘天寿被安排到民族美术研究
室整理资料。在这样的境遇中，他仍然不忘专
业的建设。在研究室，潘天寿与吴茀之、诸乐
三等一起，搜集购买散落在社会上的历代书
画珍品，以供教学之用。其中有倪云林、王蒙、
董其昌、八大等珍品。这批艺术财富如今不仅
构成了中国美术学院艺术收藏的最重要精
华，也成为老先生们保存和振兴民族文化的
象征；为了建设书法篆刻专业，潘天寿还无偿
捐赠了自己收藏的历代书法名家珍品，像米
芾、董其昌、傅山等人的作品。在 !+')年 '"

月举办的“潘天寿美术教育文献展”中，这些
作品第一次集中向世人展示，充分体现了潘
天寿为了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人格精神。

从今天的视角再来看潘天寿的中国画教
学体系，其内核就是他坚持了中国绘画笔墨的
统系性，坚持了中国绘画的高度。笔墨不是单
一的形式，而是包含了从形式到内容再到精神
的一个综合性的完整的统系。他的教学思想
以及具体的措施，无不是围绕着这一内核展
开。从根本上说，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的中国
书画教学特色的建立，都得益于潘天寿等一
代中国书画教育家对这个内核的认识和坚持。

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和系统的工程，正
因如此，潘天寿在西方文化冲击的背景下，对
中国画内核不遗余力的执守、呼吁、创设和推
动的精神，才值得景仰和珍视。

陈永怡#潘天寿纪念馆副馆长$

近期，2017年“全国高等美术院校优秀学生作品邀
请展”作为“全国高等美术教育成果系列展”首展，正在
中华艺术宫举行。艺术人才教育秉持“百年树人”之道，
立意在于以艺术英才彰显时代华章，充分体现“文化强
国”的时代精神。

一部《无问西东》让我们重温梅贻琦、陈岱孙、华罗
庚……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曾带给国家和时代的力量。当
全国各地48所美术院校师生代表齐聚上海，探讨新时期
中国美术教育发展战略问题，思考如何继续充分发挥和加

强美育对于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建设的重要作用时，
我们亦不能忘却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同样有一批灼灼大
家曾以自己的智慧与人格力量照亮了前行的路。

在细数今日少年英雄之时，我们分外怀念中国现当
代美术教育的灵魂潘天寿先生。在历史风云的变幻中，
在西学大潮一路席卷而来之际，他始终坚定地提出“中
西绘画要拉开距离”。在“全球化”思潮占领的当下，他对
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那份坚守，依然振聋发聩，值得所
有人反思和借鉴。是为寄语。 ———编者

望你一生向艺，无问西东
全国美院学生展才华，忆名师，“强其骨”

若没有他，就没有独立的中国画教育

华年初照
铸国重器

! 鲁迅美术学

院 续彦龙 %观

而不语&版画

! 中国美术学院 %京韵&壁画 刘丹

!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吴永强

%异光系列&漆画

! 上海美术学院 施畅%净土& #局部$综合材料

! 四川美术学院 梁舒涵

%私语&水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