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美院2018本科招生专业考题
一、“中国画”专业·“书法创作”科

目试题：
自作咏春七绝一首
考题要求：
1．隶、楷任选一体。
2．四尺三裁竖写（繁体）。
3．书面整齐。
4．不落款识。
5．诗文（30 分），书写（70 分）。
二、“实验艺术” 专业·“美术鉴赏

与思维活力”科目考题：
根据下面的题目要求写出你的答

案，可以只用简要的文字来说明，也可
配单图辅助说明。

古往今来， 人们用多种方式来计
量时间。 请展开想象，设计 10 种新颖

的计时工具。
三、“实验艺术”专业·“命题创作”科

目考题：
谁将与人作伴？
据说世界上最短的科幻小说只有这

么一句话：“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人， 突然
听见了敲门声。 ”

请合理推理和想象，设想这篇“科幻
小说”的场景，设想这个情景发生的原因
和情节，及其后续发展，续写这个故事，
并用一个或一组画面表现出这个故事。

考题要求：
1． 请合理构图， 合理配置图文关

系。 你可以使用简洁的文字写下你的后
续故事，及画中细节的阐释。

2．不得使用油画颜料。

四、“建筑学”专业·“造型基础”科
目试题：

《梵高的房间》
荷兰画家文森特·梵高不止一次

地画过自己的卧室，每一次画它，画家
似乎都是面对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审视
与沉思。 虽然，卧室内陈设的物品和家
具在他的数幅同类作品中没有什么大
的变化，但画家呈现于画中的直觉意境
却使得我们观者恍如梦幻。

考题要求：
请根据以下提供的文字线索，画

出你想象中梵高的房间。
1． 一间虚掩着双叶窗户和条状

木地板的小屋。
2．一张结实的木质单人床。
3．两把藤编座面的木椅。
4．一个带抽屉的木质方桌，方桌

上放着一个水瓶， 一个放在小圆碟里
的香皂，一个口杯，一把刷子和两个玻
璃小瓶。

……

相关链接

纸上读城，捕捉城市眼角眉梢的动人风情
国内外一批聚焦城市书写的图书集中亮相，城与人在历史中彼此形塑、影响、交融

“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

这个城市居民 在 文 化 上 追 求 的 是 什

么。 ”恰如美国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

所说， 城市的人文追求不仅表现在统

计数据上，更直观投射于街区、建筑等

文化景观所浸润的文脉记忆里。日前，
一批以城市历史、 风貌等题材为线索

的图书集中出版，涵盖历史学术普及、
个性化游记、非虚构写作、案例分析等

多元视角，以温热故事和精彩细节“复
活”国内外名城的风情与肌理。

多家出版社从不同角度策划推出

了品读城市的系列丛书。比如，上海文

艺出版社继《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
后将推出《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

之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感受世

界名城细部丛书” 陆续策划出版聚焦

东京、台北的人文读本；译林出版社引

进出版《伦敦传》《巴黎：现代城市的发

明》《罗马：一座城市的兴衰史》等。 不

少作家也将城市塑造为包罗时空与人

性的容器，宁肯《北京：城与年》、滕肖

澜《上海底片》以细微描摹与城市节拍

共振，作家叶兆言、邱华栋也加入为城

市“立传”的队列，分别埋首创作非虚

构长篇《南京传》《北京传》，令人期待。

寻常街景的描写中，看得
见历史名城的“皱纹与毛孔”

不少海外学者、作家在城市史著作

中交织起城市风味、文物遗迹、宫殿城

阙、勾栏瓦肆、人物典故，勾画不同城

市的鲜明性格， 铺陈出城市群像的画

卷，兼具信息量与可读性。
与市面上常见的城市传记不同，

《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串起 500 年

柏林苍穹下 20 多张面孔的故事，包括

中世纪民谣诗人申克尔、 电影演员玛

琳·黛德丽、音乐人大卫·鲍伊等，每篇

都代表一个时空坐标， 呈现人与城的

故事。作者罗里·麦克林巧妙编织了历

史和民俗， 他写道：“柏林最伟大的传

记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曾流连于

中央广场的鹅卵石小道和各式商店，记

录下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厚颜无 耻 的 形

象，也记录下钟表匠的日常琐事。他深入

当地生活， 能听到周遭人粗声粗气地用

意第绪语叫喊。 鱼贩们在带有尖角的高

房子里出售肥美的冰冻鲱鱼， 地窖门口

挂着用粉笔写的价目表……”
这种充满质感的文字也体现在 《伊

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里，书中

综合了诗歌、游记、地图等丰富元素，伊

斯坦布尔化身老者， 广阔的奥斯曼社会

图景拼出古城绵延四个世纪的建造、蓬

勃及转型。 《伦敦传》再现伦敦城2000年

历史时，没有刻板因循编年体，而是从关

键词入手，如戏剧中的服饰———“伦敦人

似乎人人爱穿戏服或假扮身份。 18世纪

中叶的商人登广告推销货物的传统价值

之时，会戴假发、银膝扣、鞋扣，手腕套着

一圈精致的褶裥饰边。 20世纪早期，则可

以看见银行收发员、送鱼男孩、侍应生、警
察仍然身穿维多利亚中期的服饰，似乎意

欲展现其行业的古风的尊崇或体面。 ”
近些年西方城市研究日盛， 在学者

看来，人在不同城市辗转、互动，留下生

命的印记，持续塑造着城市特征，而城市

环境又影响着一代代人的性格。于是，城
与人形成奇妙的对话———每座城市特点

迥异，眼角眉梢也各具风情。上海大学外

国语学院教授傅敬民认为， 不少城市史

读物建立在丰富史料之上， 又不囿于史

料， 几百年的历史事件风驰电掣般从眼

前掠过， 城与人在历史中彼此形塑、影

响、交融。

个性化文学书写，汇聚城
市中的众生百味

一座座城市不止是鳞次栉比的混凝

土建筑，也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狄更斯

笔下的伦敦、 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纽约、
老舍笔下的北京、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
无不流露城市神韵。 有学者指出， 我们

需要这种记忆文学， 她具有亲和性， 着

眼日常生活的烟火气； 我们也需要传统

的大历史写作， 以饱满激情书写城市的

成长与蜕变。
无论是宁肯《北京：城与年》以小说

家之笔捕捉北京的流年碎影， 还是滕肖

澜中篇小说集《上海底片》将普通人在城

市的打拼置于文学聚光灯下， 作家对城

市文化的叙事表达， 自然流露出芸芸众

生的喜怒哀乐， 引发读者产生强烈的情

感共鸣。 宁肯印象最深的就是老舍作品

中灵动又庞杂的北京， 并在书中深情道

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北京的关系， 我喜

欢巨大、神秘又敞开的事物，喜欢大的事

物给人带来的说不清的心理镜像。 我经

常回忆早年一个人坐在房顶上的情景，回

忆猫，鸽子，哨音，快速流动的云。我记得最

迷惘的青春期的某段时光曾经一个人去故

宫走动……仅就空间而非历史而言， 故宫

神秘的未知的东西太多了， 一如那时我自

身躁动的未知。 ”
优秀的文学书写， 完全可以赋予城市

景观生动的“体感”。 曾旅居英美数十载的

作家、画家蒋彝，以中国传统文人的行游方

式，勾勒灯塔山的每条街道，以诗文抒写查

尔斯河的每个表情。日前，蒋彝《日本画记》
《波士顿画记》由世纪文景推出新版，今年

还将出版《旧金山画记》《巴黎画记》。 读者

不仅能了解城市的文化历史背景， 也能跟

随作者足迹享受行走中的淡然与快乐，体

悟人生心境。
每天， 城市里都上演着无数的动人故

事。作家们难以抗拒这种“诱惑”，试图在城

市书写中唤醒心灵的细微感受。 作家邱华

栋、叶兆言各自埋首创作非虚构长篇《北京

传》《南京传》，一座座倾注了强烈感情能量

的城市，不仅是地域性存在，或是单一的叙

事空间，而是变成了极目远方的平台，跃动

着作家的私人记忆。

案例细节见证城市文明蝶变

对于人与城的交集， 如果把走马观花

似的“景点打卡”比作是握手寒暄的话，那

么关注细节就是双方真正意义上的拥抱和

交流。
不难发现 ， 城市的魅力 正 蕴 藏 在 一

处处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里。 垃圾分类、 便

民措施、 人性化养老、 文化项目改造……
无不与城市居民的获得感息息相关。 上海

在 城 市 治 理 方 面 也 多 为 人 称 道 ， 最 近 ，
“城市治理理论与实践” 丛书聚焦国际大

都市上海的探索实践 ， 推出首本 《像绣

花一样精细： 城市治理的徐汇实践》。 河

长制下的中小河道精细化治理 、 微型消

防站助力城市安全 、 “弄管会 ” 和 “路

管会” 织起社区自治新网络等 38 个城市

精细化治理的经典案例跃然纸上 。 上海

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今年还计

划推出相关城市治理系列丛书 ， 见证城

市文明的蝶变。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范昕

潘光旦先生纪念图片展举行
以图片、文字、视频等展示其生平事迹

本报讯 （记者李婷） “潘光旦

先生纪念图片展” 日前在他的家乡宝

山区罗店镇拉开帷幕。展览将图片、文
字、 视频和潘氏遗物与再造场景巧妙

地融为一体， 向世人展示了潘光旦的

生平事迹。
潘光旦出生于罗店镇 ， 14 岁离

家赴京 ， 后留 学 美 国 ， 曾 在 清 华 大

学、 西南联大、 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

任教。 在 “五四” 前后成长起来的学

人中， 潘光旦的形象颇为特别， 他中

西贯通、 文理融会， 在诸多领域均有

很深造诣。 闻一多认为他是一个科学

家， 梁实秋说他的作品体现了 “自然

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 徐志摩称

他为 “潘仙”， 冰心评价他是 “男子

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 个 ”。

而在费孝通的眼中， 潘光旦是一个人文

思想家、 人类学家。
同时 ， 他 在 优 生 学 、 社 会 学 、 民

族学等学科领域 ， 都做出了奠 基 性 的

贡献 ， 许多著述至今仍具有重 要 的 参

考价值 。 他翻译的 《性 心理学 》 《人

类 的 由 来 》 等 西 方 学 术 名 著 不 仅 信 、
达、 雅， 而且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补充

了大量中国文献作为 “译注”， 在翻译

界独领风骚。
本次展览是罗店镇全力打造长江口

上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而推出的系列活

动之一 。 罗店 镇 迄 今 已 有 700 多 年 历

史， 名人荟萃、 底蕴深厚， 享有 “金罗

店” 之美誉。 据悉， 罗店镇还将建立当

地历史文化名人纪念馆， 以全面介绍潘

光旦、 陈伯吹等一批文化名人。

91岁印度建筑师获普利兹克奖
作品展现共享、自然、可持续的精神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 被誉为

建筑设计界 “诺奖” 的第 40 届普利

兹克建筑奖于 7 日晚揭晓 ， 现年 91
岁的印度建筑师巴克里希纳·多西获

得该奖项， 成为印度有史以来首位获

奖者 。 1950 年代至今 ， 多西设 计 完

成 了 100 多 座 建 筑 作 品 ， 涵 盖 城 市

综合体 、 住宅 、 公 共 空 间 等 多 种 类

型 。 他的建筑 风 格 深 受 东 方 文 化 的

影响 ， 极具诗 意 与 自 然 性 ， 他 曾 坦

言， 其代表作品———自己工作室的设

计中， 融入了祖父家具作坊里漆器和

木材的 “味道”。
“远 离 浮 华 、 绝 不 追 随 潮 流 的

建筑。” 普利兹克奖评审团如是评价

巴克里希纳·多西的建筑风格， 认为

他 能 理 解 建 筑 物 所 处 的 环 境 氛 围 ，
考 虑 到 社 会 经 济 各 个 层面 ， 具有可

持续性。 将西方建筑理论与本土工艺

相结合， 发展出了一种与当地历史、
文化 、 传统和 时 代 变 迁 相 和 谐 的 建

筑词汇。
多西曾是现代建筑派大师勒·柯

布西耶和路易·康的学生及合作伙伴。
“他对于现代建筑的理解在印度无出

其右 ， 但他同 时 也 是 一 个 典 型 的 工

匠式建筑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

教 授 周 榕 说 ， 由 于 他 的 工 匠 属 性 ，
他的设计缺乏类型学的自觉， 但也因

此多了类型学 “套路” 所不具备的生

动性。
在他 70 多年的设计生涯中， 曾

多次承接低收入住宅项目 ， 如 1970
年 代 的 印 度 一 个 混 合 收 入 住 宅 区 、

1980 年代的印度阿冉亚低造价住宅项

目 。 他对住宅区的规划 、 设计 展 现 了

共享理念 。 阿冉亚低造价住宅 项 目 的

房子基本结构非常简单 ， 用砖 块 打 造

地基 ， 有 厕 所 ， 能通水 、 通电 。 正因

其形态简单 ， 所以留出了变化 的 可 能

性。 每个家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房

屋进行扩建以提高 生 活 质 量 。 多 西 认

为 ： “所有的优秀建筑和城市 规 划 不

仅要实现目的与结构的统一 ， 还 必 须

考虑到气候 、 场地 、 技术和工 艺 ， 以

及从最广泛意义上对周边环境 的 深 刻

理解和 认 识 。 项目必须超越单纯的功

能性， 通过诗意和哲学的基底与人类的

精神相关联。”
他善于运用 露 台 、 庭 院 和 有 盖 走

廊 ， 创造能躲避日晒 ， 捕捉微 风 ， 建

筑物内外均能提供舒适和享受的空间。
多西其他著名的设计还包括泰 戈 尔 纪

念 剧 院 、 艾 哈 迈 达 巴 德 洞 穴 画 廊 等 。
多西的巅峰之作是于1980 年设计完成

的个人建筑工作室———桑迦。 桑迦的建

筑结构是半地下的， 一串平缓的台阶勾

勒出池塘 、 土堆 和 弯 曲 的 拱 顶 ， 与 现

场的自然环境宛如天成 。 在这 里 ， 融

合了多西对印度生活方式的联 想 。 他

把年少时代对于家庭的种种记 忆 都 融

入了建筑风格之中 。 “建立人 与 自 然

的连结， 是建筑的秘密。 对自然之美，
不要仅仅停留于观赏和敬仰， 而是要将

它吸纳进来， 去创造一种归属感。” 多

西说， 不仅是物理形态上的连结， 还包

括视觉、 声音和感官， 由此景观便开始

显性。

ｗww．whb．ｃｎ
２０18 年 3 月 9 日 星期五10 文化责任编辑/杨 燕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曲江池南路 286 号 5 栋 1201 室
电话（０２９）89860038

本报地址： 上海市威海路 ７５５ 号 邮编： ２０００４１ 电子信箱：ｗｈｂ＠whb．ｃｎ
电话总机： （０２１）22899999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９２０００１（白天）

发行专线电话： （０２１）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 （０２１）６２894223

定价每月 30 元 零售 1．0０ 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 ６ 号 ８ 门 ７ 层 电话（０１０）６７１８１５５１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 Ｂ７ 幢 电话（０２５）８５４３０８２１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 １８２ 号 ７ 楼 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２２１６９６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２８ 号２３ 楼 Ｅ2 室 电话（０２７）８５６１９４９６

美术艺考“变脸”：
续写科幻故事，描绘人工智能

美术艺考陆续启幕，仅仅能把线条画得对、把造型画得像，已无法叩开美院大门

报考中国画专业， 请自作咏春七

绝；报考工业设计专业，请运用当代科

技帮助盲人出行；报考实验艺术专业，
请以画笔续写科幻小说……一年一度

的美术艺考正在全国各地陆续启幕。
在不少专业考试中， 频现令人意外的

试题。
仅仅能把线条画得对、 把造型画

得像， 如今已经不足以叩开美院的大

门。 与此同时，过往“文化课不好才去

考艺术”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有统计

表明， 最近一两年报考美术类专业的

重点高中生源明显增加， 远不局限于

以往清一色的美术特长生。“今年的试

题不再局限于对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考

查，增加了对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文化

敏感度和思辨能力的考查。”中央美术

学院副院长苏新平在解读 2018 年招

生改革时直言。

只有一技之长的“绘画机
器”将被美术艺考拒之门外

什么是盲人出行？ 盲人出行会产

生什么问题？ 请运用当代科技设计一

个方案来帮助盲人出行。 每个考生拿

到5张A4纸， 要求给盲人出行提出解

决方案。这样的考题，有人坦言：“别说

学生，很多老师也答不好吧？ ”早在今

年1月，中国美术学院新增的工业设计

专业通过“三位一体”考试招收非艺术

类学生40名。 这是中国美术学院设计

类专业第一次招收非艺术类考生。 这

些题目正是出自此次考试的复试。
从新近公布的中央美术学院2018

本科艺考试题中看， 几乎每个专业都

出现了令人颇感意外的考题。比如，报
考中国画专业，要求诗书画融会贯通，
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考生不仅需

要单考一门名为“书法创作”的科目，
用繁体字书写七言绝句， 并且需要临

场创作这首绝句。 “人工智能”等热门

概念 ， 被城市 艺 术 设 计 专 业 纳 入 考

题———在人类、科技元素、自然元素、
共生等关键词中任选三个关键词，用

图像的语言描 绘 一 个 你 所 理 解 的 场

景。只有一句话的科幻小说“世界上的最

后一个人，突然听见了敲门声”，出现在

实验艺术专业的考题中———请设想这篇

“科幻小说”的场景、情景发生的原因和

情节，及其后续发展，续写这个故事，并

用一个或一组画面表现出这个故事。
国内美术艺考不按常理出牌的风向

变化，始于一只“棒棒糖”。 2016 年初，中
央美术学院破天荒地以一道“棒棒糖”考
题给了考生们“温柔一刀”———不少专业

的考题都围绕这根棒棒糖，比如在“设计

基础”考题中，考生先被请吃糖，再以品

出的味道进行设计。去年年初，令人大呼

“奇葩”的美术艺考考题，来自美国民谣

歌手鲍勃·迪伦的歌曲 《答案在风中飘》
———考生需要绘制一幅能表现该歌曲意

境的造型视觉画面。
“只有一技之长的绘画机器是我们

美术教育需要警惕的。”中国艺术研究院

美术研究所所长牛克诚指出， 美院学生

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审美思考及探

向精神深度的洞察力， 要学会突破视觉

能力，提高双眼的洞悉能力，通过认知分

析视觉对象而洞穿世界的本质。

艺术学科越来越重视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如今的美术艺考题， 看似是脑洞越

开越大， 出题初衷却源自社会现实给专

业需求带来的变化。一位美院老师透露：
“借由设计提升的产品附加值正为越来

越多的人所意识到。 比如一些中小企业

近年来在发展中遇到瓶颈， 纷纷通过艺

术设计革新视觉包装。 这在无形之中增

加了设计类专业的吸引力。 ”
对于选拔设计类学生， 多所美术院

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产品设计、
工业设计等方向格外注重文理兼修、科

艺贯通。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宋

协伟前不久在沪上举办的一次全国性美

院教学研讨会上提到， 今天设计师的终

极目的已经发生改变， 这致使在某些设

计方面， 大学教育远远落后于企业要求

和社会发展， 亟待通过招生选拔对人才

遴选的定位有所转向。 “如今，设计师的

任务转向基于上下游语境的系统设计。
他们不仅仅解决一般意义的物理功能。”

他举例，苹果研发汽车，不是要和宝马抢

汽车生意， 未来汽车实现无人驾驶甚至

有更多的高科技应用。技术核心变了，产
品属性就变了。 对这类汽车设计会更强

调交互性强调共享， 这都需要设计者具

备科技素养和对社会更强的认知能力。
随着艺术展览业在国内的繁荣，专

业策展人才显得尤为紧缺。 去年中央美

术学院在全国率先获批本科艺术管理专

业， 对接市场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策展

人。作为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艺术管理

专业涉猎艺术、商业、法律、公共管理、教
育等多个领域。 这样的学科又该怎样选

拔人才？ 今年央美艺术管理专业的本科

考题，即以一道“我是策展人”凸显着未

来艺术管理者的专业特点。 试卷列出中

外美术史上最著名的30件作品， 考生自

己选择作品模拟策划组织展览， 俨然临

场扮演一位艺术管理者， 担当组织展览

的工作， 并把自己对于艺术作品的鉴赏

融入其中。 对于这样别出心裁的考察方

式，苏新平的解读是：“相对美术学而言，
艺术管理专业更注重考查学生应用知识

的能力和解决的问题的能力。 ”

《巴黎： 现代城市的发明》

《波士顿画记》

《柏林： 一座城市的肖像》

《伊斯坦布尔： 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再现古城画卷。 （均出版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