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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坛锦瑟”美术展在沪揭幕
汇集全国近50所美院逾500件教师作品

本报讯 （记者范昕） 汇集全国近 50 所美术院校逾 500 件

教师作品的 “师坛锦瑟———全国高等美术院校教师优秀作品邀

请展”， 昨天于中华艺术宫揭幕。

“师坛锦瑟” 由 “展示” 和 “论坛” 两部分组成。 “展

示” 部分聚合了全国各艺术院校的学术资源， 通过 500 多件相

关艺术院校教师的优秀作品， 全面展示当下中国高等美术教育

的学术面貌， 对应当下高等美术教育相关学科发展的专业格

局， 营造多元共存的主题内涵。 “论坛” 则一方面包括靳尚

谊、 詹建俊、 全山石、 邵大箴、 常沙娜、 陈汉民、 方增先、 陈

家泠等中国美术教育大家共同带来的 “学高为师 、 身正为

范———中国美术教育大家谈” 演讲， 一方面由来自近 50 所美

术院校的专家教授分组研讨美术、 设计、 理论三部分学术专

题， 借此沟通切磋师资 “术业兼修” 之道。

聚焦美院教师作品的 “师坛锦瑟” 展， 是为期三年的 “全

国高等美术教育成果系列展” 的第二届。 去年的首届 “杏林撷

英” 展聚焦美院学生作品， 明年的第三届 “春华秋实” 展则将

聚焦中国高等美术教育文献。 该系列展由国家教育部艺术教育

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上海大学

联合主办， 中国美术家协会作为支持单位，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

学院组织策划。

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出席了昨天的开幕式。

■名家访谈

未来，中国水墨的生命力无可限量
———对话艺术大家靳尚谊

嘉宾：靳尚谊（艺术家，曾任中国
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采访：范昕（本报记者）

多元的样式 ，各异的风格 ，丰富的题

材……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 国内的美术创

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国美术当下的

突破点应该在哪里？ 昨天，本报记者专门采

访了 84 岁的著名画家靳尚谊先生。 在靳尚

谊先生看来，中国美术越是在蓬勃发展的状

态下，越是需要一些“冷思考”。

文汇报：今天的美术创作拓展出了不少

新兴门类。 你如何看待当下的这些创作，尤

其是年轻人的创作？

靳尚谊：近十年尤其是近五年，美术教

育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

对于原来传统的画作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

今年我去看美院的毕业展 ， 发现每个系 、

每个专业除了本专业特点保留以外 ，不约

而同玩起了装置 ，油画有装置 ，版画有装

置，雕塑的装置最多。 装置，是当代艺术的

一种，格外注重观念。 这似乎意味着，专业

各自的特点开始模糊了 ， 没有区分度了 。

我觉得这是我们当下美术教育需要警惕的

现象。

文汇报：你认为这种现象暴露出了什么

样的问题？

靳尚谊：就说我最熟悉的油画。 我们现

在的油画，风格多样化，题材处理很丰富，但

很多作品其实基础是有问题的。看到注重观

念的当代艺术现在很流行，不少油画系的学

生基础还没打扎实，就奔着“创新”的当代艺

术而去，认为传统的油画没辙了。其实，观念

艺术是观念艺术， 这个品种和油画没有关

系。 油画是外来画种，中国的油画发展至今

也就 100 年出头，我们的油画从现实主义直

接进入当代艺术、观念艺术，跨越了西方所

经历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印象派与现代主

义阶段，落下的硬伤不少。

很多年前，我到德国一所知名的美术学

院访问，问了一个问题：“你们的素描教学现

在有什么发展？ ”“能有什么发展？ 跟 200 年

前一样！ 素描教学的原则永远不变，变的是

风格。 ”当时，对方的回答让我愣住了。

时代在变，人在变，但艺术的基本原则

是不变的。就像我们中国画始终坚守着线描

笔墨的原则，变的是个人。

艺术谈创新之前，首先要谈传承。 我越

来越认识到各艺术门类基础的重要性。基础

决定着艺术之本，这是水平的问题。 风格显

示着差别，那是口味的问题。 现在的学生画

素描，不是靠实地写生，而是靠拍下来的照

片。 这样的图像很接近肉眼看到的，但与肉

眼看到的依然不一样。 油画的美，是从真实

中提炼出来的。 比如它的造型美，是因为有

体积空间，那是一种厚重的、富于层次的美；

它的色彩美，是因为这些颜色是事物在不同

光照条件下的呈现。 学油画，最重要的便是

懂得油画之美从何而来。 其实，这种美就是

从写生中来。

文汇报：学油画出身的你，为何近几年

常常强调，中国画极其重要，并且以后会越

来越重要？

靳尚谊： 油画是写实的画种。 照相、影

像、电脑图像等技术的相继出现，威胁到了

它的生存。这也是为什么有很长一段时间油

画在西方有些衰落， 转而投身装置艺术、观

念艺术的人不在少数。但中国画不受这样的

影响。中国画是写意的，表现力很强，这个画

法是很有生命力的。

这几十年， 我和欧洲的很多大画家交

流，发现不少人都特别喜欢中国画。 他们本

以为油画到了抽象便无路可走， 猛然看见

中国的水墨画， 像是看见了往前一步的方

向。 我认为把中国画发展好、推出去极其重

要。 当然，中国画走出去并不容易，要让西

方大众接受、欣赏中国画，需要一个很长的

时间。

文汇报：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 你如何

看待这种美感的培养？

靳尚谊：美术教育，一方面是专业教育，

一方面是基础性的教育。这是需要从小培养

的，包括绘画、雕塑、音乐、戏剧等方方面面，

让人们通过多接触优秀的作品，学会欣赏这

些美的事物，自然而然提高审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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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新一季的 “落叶季” 如约而

至。 市民对 “满城尽是黄金叶” 的美

景期待已久， 市绿化市容部门也贴心

地表示， 上海今年 “落叶不扫” 的景

观道路已调整扩容至 34 条。 但昨天，

去复兴西路观赏落叶的市民们却有点

失望———真落叶没见几片， 却看到浑

身堆砌假树叶的异域舞娘雕塑、 缠绕

在路边大树上的超大假花、 花花绿绿

的艺术装置， 秋日下落叶的宁静与美

感被稀释了。

主办方原本是想做一场落叶艺术

展， 丰富一下秋日的审美内容， 给艺

术家们搭台 ， 让他们利用落叶 、 枯

枝、 泥土、 石头等元素创作 12 组装

置艺术作品。 但遗憾的是， 效果没有

呈现出创意本身的追求， 市民的观感

也与创作者的初衷大相径庭。 网友评

论 ， “装置不好看 ， 自然落叶美 ”。

更有人直言， 这些略显粗糙的装置非

但没有体现落叶之美， 反而破坏了其

所在历史风貌保护区原有的人文情

调。 好在主办方的互动环节非常接地

气。 截至记者发稿时， 部分装置已被

撤下 ， 距离它们登场仅有 30 小时 ，

堪称 “快闪艺术”。

“快闪” 之后， 我们不妨冷静反

思一下： 近年来， 我们的城市正变得

越来越美， 市民对高质量文化艺术的

需求越来越高， 对公共空间的美学要

求也越来越高。 我们的艺术工作者如

何通过艺术的力量， 让街区、 马路的

“颜值” 变得更高、 更有吸引力， 从

而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美好生

活， 这是越来越需要研究和重视的课

题 。 可以说这是一道考题 ， 既是机

遇， 也是挑战。

一直以来， 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

审美活动是许多囯家艺术家追求和实

践的， 德国艺术家扬·沃尔曼就是一

个例子。 他花了十年时间， 不断探索

利用乐高玩具粒对城市墙壁和建筑进

行修复， 如今， 这项城市空间艺术创

作已经成为全球艺术家们的协作活

动， 越来越多的艺术爱好者也加入了

这一行列， 修复城市建筑， 为历史增

添一份童趣。 诸如此类喜闻乐见又不

失文化品位、 且收获很大影响的艺术

创作思路， 也许正是我们应该学习借

鉴的。

目前， 全市上下正全力打响 “上

海文化” 品牌， 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

都市。 我们不妨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

些， 文化艺术是用以激活、 优化城市

公共空间品质， 创造永续的社会价值

和文化遗产的。 同时， 生活的核心是

人， 因而， 文化艺术也要贴近市民，

它不仅仅是一种装饰， 更应该像一条流动的血脉， 贯穿城

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市民获得感和满意度为最大追求，

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品质和档次， 这才是 “上海文

化” 的应有之义。

春夏秋冬， 城市在我们面前越来越美， 而我们的艺术

家们准备好了吗？

申城进入
最美赏叶季

“落叶不扫”景观道路
调整扩容至 34 条

树叶飘落， 满地金黄， 申城又到了最

美赏叶季。 为了顺应市民对 “满城尽是黄

金叶 ” 美景的期待 ， 市绿化市容部门表

示， 今年的 “落叶不扫” 景观道路再次调

整扩容 ， 目前已增至 34 条 。 图为昨天 ，

孩子们在上海音乐厅前的银杏林玩耍。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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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鱼”再向地球最深处进发

“沈括”号出征马里亚纳海沟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 上海科学家将再次踏上探索地

球上最深海沟的征程。 昨天中午， 由上海海洋大学与西湖大学

联合组织实施的海试与科考团队， 乘坐 “沈括” 号小水面线双

体船， 从上海芦潮港起航， 奔赴马里亚纳海沟， 向全球最深的

“挑战者深渊” 区域开展一系列深海装备试验和科考取样。

此次马里亚纳海沟海试与科考航次是 “彩虹鱼挑战万米深

渊极限” 项目的一个重要航次， 持续时间约 45 天。 本次科考

由上海海洋大学深渊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崔维成教授领

衔， 考察队员和船员共 60 人。

本科考航次将开展 “彩虹鱼” 号万米级载人潜水器超短基

线系统海上试验、 两台第二代 “彩虹鱼” 系列着陆器万米级海

上试验、 4500 米级大深度浮标海上试验等海试工作， 同时为

两校的科学家团队在马里亚纳海沟取样， 包括海水、 沉积物、

宏生物、 微生物、 海底拍摄等。

“彩虹鱼挑战万米深渊极限 ”项目由上海海洋大学深渊

科技研究中心和上海彩虹鱼深海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3

年共同启动 ，致力于采用 “国家支持+民间投入 ”“科学家+企

业家 ”的新模式 ，搭建一个万米级 、 全海深的深渊科技流动

实验室。

今年 10 月 27 日， 西湖大学刚成立不久就与上海海洋大学

正式签署协议， 正式加盟深渊科学技术流动实验室的建设。

他把“小学科”做出了大影响

昨天的同济大学，国内建筑学界群贤毕至，纪念中国园林大师陈从周百年诞辰
一位学者感言：陈先生不仅是同济名师、上海名士，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者

他是著名古园林专家、当之无愧的“中

国现代园林之父”。 上海豫园、苏州网师园、

扬州个园……提到中国园林，必定绕不过陈

从周这个名字。

他是同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学科和

教研室创始人之一 ，1952 年起在同济大学

任教，一生都没有离开这所大学。

昨天，同济大学举行陈从周先生百年诞

辰纪念大会。在这场国内建筑学界群贤毕至

的盛会上，一位学者如此感言：陈从周先生

不仅是同济名师、上海名士，也是一位真正

意义上的人文学者。

古稀之年“补豫园，构楠园，

复水绘园”

陈从周生于杭州 ，1942 年从之江大学

（现属浙江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到杭州省立

高级中学等当过一段时间中学教员。 1950

年起， 他先后受聘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上

海圣约翰大学及浙江大学，从事中国建筑史

教学工作，1952 年来到同济大学。

“陈先生逝世已经 18 年了 ，他的影响

没有缩小，而且正日益扩大。 ”身为陈从周

的高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进

中央主席蔡达峰说 ，先生所研究的古建筑

和古园林专业 ，在学科分类上本是两个分

支 ，但在他这里二者融为一体 ，“这两个专

业肯定算不上热门 ， 可能只是小众的分

支 ，但小专业可以有大影响 ，它们的研究

对象都是著名景观， 本身就有着丰富的文

化内涵。 ”

中国园林涉及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等

诸多内容，而陈从周能真正达到融会贯通。

是他，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了现代世界。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院长李振

宇介绍 ，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

初， 古稀之年的陈从周先后主持三座园林

的设计和修建，可以称为“补豫园，构楠园，

复水绘园”。对于上海豫园，陈从周谨慎地采

取“补”的设计方法。 1986 年，陈从周接受扩

大豫园范围、重修豫园东部、修复古戏台的

设计工作。

在回忆陈从周时， 蔡达峰特别有感触

的是导师的人格魅力。 “他兴趣很广泛，是

一个多学科兼攻的人， 不光从事古建筑和

园林研究 ，诗文书画 ，各行精通 ，有大量作

品流传于世。 ”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为人严

谨又相当幽默， 以此来对待生活中的酸甜

苦乐，所以他始终能给人带来快乐。

学术思想远超那个时代、始
终面向未来

直到今天，所有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

学院任教的老师，只要提及陈从周都会有一

种共同的感受： 他似乎一刻都不曾离开过。

他关于建筑保护的很多理念，今天不仅没过

时，而且还被越来越广泛地接受。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

学院教授郑时龄回忆， 上世纪 60 年代在同

济读书时，陈从周就是学生们十分敬仰的老

师。 当年的建筑系有很多留洋归来的教授，

而一口绍兴口音的陈从周永远是笑呵呵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

学院教授常青也有类似的感受。 “从古典园

林的专业角度看，像陈先生这样深谙中国传

统文化精髓、古典文学艺术修养深厚的传统文

人，在建筑、园林界实属罕见。”常青还特别提到

了陈从周的名著《说园》。 他认为，从中可以看

出，先生对古园的“存真”有着深邃见解。

“陈先生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艺

术，引领历史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造

诣远远超越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始终面向

未来。”郑时龄认为，陈从周对于中国现代文

化建筑的精神追求，对于文化传承和历史建

筑保护的超前理念，以及有关环境和生态保

护等方面的肺腑之言，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相

当的现实意义。

高峰一样的存在，一位真正
意义上的人文学者

一生从事教育事业， 陈从周特别强调

“师道”。

30 多年前在同济大学学习时， 现任南

京林业大学校长的王浩也亲身感受过陈从

周的名士风度。他说，听陈先生上课，就像听

长辈聊家常，你会从他的娓娓道来中悟出一

定道理。陈先生是高峰一样的存在。他感慨，

也许我们不缺建筑师，不缺工程师，甚至也

不缺院士， 可是缺少陈先生这样的思想家、

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者。

让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李雄特别有感

触的是，陈从周不仅潜心教书，而且育人理

念先进。 他鼓励学生参加各种运动，同时注

重美学教育， 希望学生涉猎绘画、 摄影、音

乐、戏曲等文化和艺术领域。 他强调教书育

人需要知性、感性、德性、理性共融，全方位

提高学生整体素质。 “他的育人理念和当前

国家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不

谋而合，为优秀人才的培养指明了方向。 ”

陈从周曾主持水绘园的重新修复工作。 （资料照片）

时代在变，人在变，但艺术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 就像我

们中国画始终坚守着线描笔墨的原则，变的是个人。 艺术谈

创新之前，首先要谈传承。 我越来越认识到各艺术门类基础

的重要性。 基础决定着艺术之本，这是水平的问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