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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末，荷兰学者霍夫斯特德（Greet  Hofstede）曾进行过一

次迄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调查研究，得出了文化差异的四个维度之

说。这种对差异性的解读，在近30年来成为探讨人类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核心

问题。当代艺术的发展之路亦然，近年来我们愈加关注如何通过作品与他人

交流，以及艺术创作如何跨越性别、国籍、种族、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

而寻求这种多样化的差异，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推动年青学子们创新的重要

动力，也是他们不能回避的紧迫问题。

我们都知道在词典中，差异一般泛指统一体内在的差别，即矛盾的一种

表现形式，它实际上反映了矛盾的普遍性。而在今天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呈

现出千差万别的形态，内藏丰富的维度，而这种维度并不是能够依据简单标

准来进行度量的，它蕴含着层层递进的复杂关系。简单地讲是：第一层、艺

术本体的复杂性；第二层、艺术发展的环境；第三层、艺术创作的个性与共

性。一般认为这三个维度直接影响着今天艺术家对自身艺术价值的确定。因

此，如何辨明这种差异，对于我们今天仍处在探索期的学子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常说，地处西南一隅的四川美院并不是都市文化的前沿，尤其在语

言形态与视觉表达上，这里都不是原发的地方。但川美油画创作却生成了它

独有的风貌，有人称为地域特色，我认为这不准确。譬如在这届作品中，我

们发现许多年轻学子开始从自我反省出发推演到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

媒介的多维互动关系，并围绕这几个核心问题展开思考。可以说，通过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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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差异性思维的架构，逐步启发他们回到日常生

活去开拓艺术新的思维空间。

我想更多是今天川美油画能够在传承中以更

宽广的文化视角来审视艺术创作与教育的结构，

并从文化的大背景中提出具有独立品质的艺术思

考。依据这样的品质，使得川美油画形成了个性

鲜明的艺术生态。川美油画系学生作品年展已经

走过了20多年。我们发现这个活跃、充满生气的

川美油画群体正在进入历史，成为历史。我们期

待川美油画的创作在不断更新的维度中慢慢鲜活

起来。因此，与其说我们正在进行一次新的教学

与创作的尝试，不如说我们寻求与艺术发展根本

规律相契合的艰辛之路。当然，能够走到今天，

不仅是油画系传统留给了我们最宝贵的创新的勇

气及包容的精神，同时四川美院多年来的学术积

淀也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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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由四川美术学院主办、四川美术学

院油画系承办的“边界与越界：全国高等艺术院

校油画学术联盟第二次会议暨油画教学研讨会”

在四川美术学院CAEA美术馆举行。研讨会聚集了

来自国内八大美院的油画系学科负责人以及全国

特别邀请的批评家、媒体代表、川美教师代表、

同学等近200余人。与会嘉宾围绕会议主题不仅展

开了精彩的主题发言，也就川美的油画和创作展

开了深度的探讨。在此，我们节选了与会者的部

分发言，以嗜读者（按发言顺序排列）：

宁佳（四川美术学院）：今天我们选择

“边界与越界”这样的主题，它反映出的不仅是

地处西南一隅的四川美术学院的困惑，同样也是

全国其它高等美术学院都面临的问题，我们知道

在今天，油画艺术这一传统艺术媒材的学科究竟

该如何面对当代艺术观念不断更新、手段不断更

替、形式不断更换的新趋势。实际上大家都纷纷

感觉到自身处在一个临界点，这样的一个临界状

态折射出许多的问题，譬如如何解决既有油画技

艺训练和当代艺术观念培养之间的矛盾？如何处

理绘画传统媒介与其它新的艺术手段之间的转换

关系？甚至是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如何发挥越来越

多个人成分，带给教学活动多元化的张力。所

以，我们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可以扩展学术研究视

野，从而更有效地推进油画艺术教育研究的开

展。其次，也希望在于各大美院的交流对话中显

现油画艺术教育事业的成就、特色，扩展其社会

影响力，同时也确认我们在观念、方法等方面的

不足，从而积极触动川美油画在新观念探索方面

的自觉意识。

谢东明（中央美术学院）：今天下午谈

“边界与越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

艺术比较单一化，油画方面创作基本占据了统治

地位。而到今天，整个架上艺术都已经是边缘

了，如果我们再说到具体的油画就更边缘了。今天

的艺术是一种多元化的局面，但在美院系统的大格

局里，油画专业的这种教学体制没有打破的话，我

宁肯让油画更加专业化，它要有一个边界。为什么

说在今天我们还强调油画必须专业化呢？因为这和

中国油画的发展也有关系。我们的油画教育基本上

是只单一的学习了印象派以后直接写生的画法，对

整个油画的技法研究和学习是非常不全面的。作为

油画这么一个画种在中国，是不是我们以前做的这

件事已经做到头了呢？这个是我在教学中考虑的，

所以在目前为止还是想把这一个“边界”在中央美

术学院油画系教学里更加的专业化，将以前我们有

些不足的方面弥补过来。

譬如鲁本斯对于人体结构的理解，色彩学，

包豪斯以后的现代美术教育等在我们的教学中是

非常缺失的，都没有纳入体系。我认为本科生是

不能“越界”的，但是研究生阶段还是可以“越界”。因为我们学校的研究

生比较个人化，是由导师带，如果这个导师有开拓的方向或者说他鼓励学生

这么做，在教学管理上，我们是允许的。

杨参军（中国美术学院）：我们看今天川美的这个年展，不管是挂在

墙上的架上绘画，或者是放在房间里的影像，我们都在一个平台上，我们并

不觉得你今天做了一个装置就具有当代性，而你画了一张油画就没有当代

性，我不认为用这个方式可以衡量。用什么可以去衡量我们的艺术作品呢？

这是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

前不久，我去了芝加哥美术学院和旧金山美术学院好几个美术学院，在

那里我们几乎看不到架上绘画，也就是说我真的从内心感觉西方的绘画在到

了今天这个时代显然是处在一种势微和消亡的状态。

反过来说中国的油画，其油画语言在今天还有没有可能同中国传统艺

术精神在融汇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起中国油画的一个学术深度，艺术是否就

只能在某种程式化、浅表化的样式下生长，能不能对我们的年轻人有一些更

深、更高的要求？我们希望回溯源头，我们希望对西方艺术、西方文艺理论

包括现象学、思想的试图整理，回到中国文化里面来。我们希望在这个思想

的源头上把中西有价值的东西做一个梳理，然后建立起一个方法论，让这个

方法论能够指导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绘画创作之中，我们的动机就是希望今天

的油画在中国能够持守住油画传统中的某些优势，能够在和中国文化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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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会中产生新的一种带有本土文化特征的一种语言。在这个层面上的创新，

我觉得它就不再单纯是形式的问题了。

范勃（广州美术学院）：这么多年来，在“跨界”的问题上，其实是

广美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的油画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面对一个两难

的境地，首先作为油画系学生他们面对两个传统：第一是西方的造型体系这

个传统。西方造型体系里边的透视学、解剖学，包括四百多年来形成的造型

的一些方法论，观察对象的方法和表达方法，这是一个方面。同时今天多数

的学生要面对庞大的中国文化传统。我们在当代文化格局当中，油画的教学

是在形式上往前走还是在真正的核心内容里边注入一些新的活力？这就回到

我说的两个传统体系，我们现在学生第一个传统缺失就是谢老师说的就是西

方传统绘画里的认知能力，这是教学上的一个薄弱环节。另外一个就是在当

代油画教学当中，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当中引入到、吸收到油画教学当

中来。我们审视当代，如何用传统来审视当代？我觉得这是在整个当前油画

形势当中，各个院校都面临着的问题。

祁海平（天津美术学院）：我们天津美院是这样一个情况，油画系主

要还是强调架上绘画为主，我们为了避免与其他的系科专业的重复，基本上

选择守界，但是偶然也有“越界”的，如果这个学生作品的确还挺有意思，

点来说，我说真的是由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教学

有它可研究、可借鉴的、可宣传的一个方面。

八大美院一直是走在学术的先锋，我们可以

回想一下现在国内国际最前沿的中国艺术家几乎

没有一个不是从八大美院出来的。八大美院的油画

教学的传统不仅仅是固守在我们以往理解的框架之

下。“达达主义”到今天也差不多接近一百年了，

其实现在好多艺术学院的学生或者老师的思想还没

有超越“达达主义”，我们不能说达达主义就不是

我们学院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给我们提供了

教学可研究的一个很大的面，也给理论界提出了一

个很大的研究的话题，就是说我们美术学院实际上

除了运作学校教学大纲之外，更多的是运作了教师

的自我主张，也就是说教师的自我主张直接反映了

我们今天美术学院一种状态，正因为这样才成为我

们美院这么好的一个契机，这么有造化的一个天

地，培养了这么多好的学生。

张志坚（鲁迅美术学院）：我觉得艺术院

校不同于理工科院校，理工科院校有着严格的边

界，艺术院校应该把这个边界打掉，把这个所有

的系都给拆解掉，成立专门独立的工作室。你可

以有传统的工作室，也可以有前卫的工作室，让

学生去自由地选择，他今天选择传统的，上三年

级时也可以选择前卫、前沿的，让他们自己判

断、自己选择。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

们学校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思想体系，教给学生

更多的是艺术思想、艺术哲学，他们懂了这些之

后让他们自己去选择载体，表达自己的思想、精

神，我觉得学院要是办成这个样子的话，对学生

也有益，对社会也有益。

张小涛（四川美术学院）：我有一个构

想，以后无论是油画系或者是雕塑系，新媒体

系，能不能在某一个时间段把我们的联展都集中

在这个时间，不用那么多的学生参与，就是挑最

好的学生，推出某种概念，能不能把雕塑、油

画、新媒体的空间用起来，做一些真正代表学术

性、前沿性的工作。我认为教学的研讨也很重

要，但是有时候觉得贫，觉得不够刺激。我认为

今天学院已经有所有的办法和制度，但是感觉缺

乏一种创造性的东西，我认为学院还应该有这种

打破我们固有体系的东西，甚至我跟院领导们也

提到，我们能不能由几个系合起来推出一些优秀

的毕业生，从我们学校开始给他很少的资金去交

流，到国外或者国内美术馆、民营机构去生长，

有没有可能？不一定规模那么大，可能就是几个

点，但是可以做到一些突破。

挺有新意，我们老师也会给予辅导，但是总体来

说我们是强调架上绘画范畴里来进行。

绘画是一个很古老的方式，和影像、装置，

包括行为，都只是一种手段，刚才其他老师也谈

过实际上作品具不具有当代性，主要是看核心内

容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在教学里头最可贵的、最

重要的可能就是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和发现。我曾

经到德国哈雷美术学院访问的时候，当时期末的

时候他们所有年级、所有专业的学生作业全部开

放，我仔细研读，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的教

学很灵活，而且很注意学生哪怕是很小的原生

点。我认为一个艺术家创作的最可贵的就是他的

原生点，我们过去说的草根性，创作的草根性，

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

潘晓东（西安美术学院）：天下午研讨会

是“边界与越界”，我个人主张是一部分学院油

画系应该是有坚守，一部分则是应该越界的，我

也比较欣赏四川美术学院近十年来教师们在当代

艺术上的探索，同时他们在川美油画系培养的学

生，我认为是比较好地解决了一个教与学的问

题。教与学的问题，作为各个美院油画系，我想

存在着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大概有这么1/4或者

1/3的学生并不喜欢绘画，他们是因为各种各样

的原因进入学院油画系的。我们看到最近几年的

川美现象中，我个人认为它是培养了在中国引领

潮流的艺术家，同时也培养了一部分另类的自立

的职业画家，这也很重要。两个方向同时走，很

好地解决了学生学的问题。如果自己的老师在当

代艺术的画坛上有一定的地位，同时也有出路的

话，我觉得比较好地解决了调动学生积极性。同

时，我认为川美和我们各个美院油画系也有同样

的地方，都在研究西方美术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些

画家案例，只不过是川美可能研究得更加倾向于

现当代一些。我们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尽管在

油画教学中间有六个工作室，大部分工作室是不

越界的，有一两个是要越界的，例如当代绘画工

作室，但并不是一定倾向于装置，而是倾向于学

院中间的当代艺术家和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胡朝阳（湖北美术学院）：谈到多元，其

实川美油画系的油画学生所反映出来的也代表了

我们现在八大美院的学生所选择的一种方式，这

种方式不以学院的任何方式所左右，不管你是传

统也好或者是现代也好，这一点已成事实。原因

很简单，在网络信息时代，学生从老师那儿学来

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来自国际前沿，这就是我们

现在学院围墙外面所面临的困惑、机遇或者是挑

战。谈到了“边界与越界”，川美一直是这条

路，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站在学术的前沿，以上

课引导教学，学生作品活鲜鲜地反映了学生就是

当代人，与他的生活完全是一致性，所以从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