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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夏花绚烂的季节，各大艺术院校毕业展
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毕业展大都
选择了在线上举行，以沉浸式观感、交互式体验，腾

“云”而来。这虽是疫情下的无奈之举，却也突破了
时空限制，探索了艺术展览的更多可能。

中央美院：“永不下线”的毕业展

日前，2020 中央美院毕业季核心大戏——“彼时/此
时：本科生毕业作品展”正式上线。此次展览使用了中央
美术学院美术馆 5个虚拟展厅，推出中央美院 11个院系的
846位本科毕业生的毕业创作，同时还通过网页链接展示毕
业创作草稿、过程和本科学业过程中的创作实践。平面作
品、三维作品、视频作品共有近2万件，是中央美院史上最大
规模的本科毕业展，也是永不下线的毕业展。而此前，中央
美院研究生毕业生已经提交答卷，他们的创作吸引了来自
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万人次观看。

“2020年的毕业展可以坐着看，躺着看，转圈看。”网友们
如是说。与实体美术馆相比，虚拟美术馆不再囿于空间的局
限，可以更全面地展现毕业生的学习成长过程。

“欢迎大家来看展，我的学号是 XXX，搜索学号可以
直达作品地点。”虚拟美术馆为每一位毕业生生成了个人作
品链接，其创作过程和创作理念可以直接形成“个人作品
集”，在第一时间转发朋友圈，与亲友分享和交流，造就了
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

走进线上美术馆，可以选择“3D虚拟毕业展”或“云
端在线毕业展”两种观展方式。有人乐于在3D虚拟展场中
畅游，体验更加强烈的沉浸式观感；也有人选择“图录
式”的“云端在线毕业展”的方式，慢慢观赏、了解作品
背后的故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表示：“这
是一次数字虚拟展，尝试了很多技术，这也是未来展的一
种形式，与实体展形成互补。”

清华美院：5公里长“云端画廊”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020届线上毕业作品展日前正式上
线。来自11个培养单位的282名本科毕业生和167名硕士毕
业生创作的 1000 余件作品，在云端与观众见面，汇聚 5 公

里的“云端画廊”。
与实体展厅相比，云端虚拟展厅空间的容量更大，每

个参展的学生都拥有约100平方米的专属虚拟展位，跨度达
12米。所有毕业生的作品串联起来，就形成了这个5公里长
的“云端画廊”，作品在远、中、近景中有序展开。

漫步“云端画廊”，可以发现有的作品强调实验性，有
的作品运用跨界手法，还有的作品以艺术形式反映此次疫
情。同学们关心社会热点，关注人口老龄化、生命健康问
题、工业遗址改造等热门话题，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设
计创新能力，回应当下社会面临的挑战。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表示，这次展览有很多
作品都高度关注生命健康，关注自然题材，立足于全球视
野，表达出了团结抗疫的人性光辉。

为了更好地呈现创作成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由信息
艺术设计系牵头，组织研发团队，3个多月前就启动开发设
计了一套线上展览系统，支持毕业生自主上传作品、自主
布展。参展的各个系(室)也组建了布展团队，师生肩并肩共
同搭建出一条虚拟展示长廊。

线上布展更为自由。绘画、雕塑、装置作品、工业产
品设计等均有相匹配的展陈形式，线上展平台只提供虚拟
空间和布展工具。每张画、每件作品、每个屏幕、每堵
墙、每个灯光，甚至每个交互，都由同学们自己亲手设计
和布置。鲁晓波认为，“云展厅”将空间设计工作和展示效
果决策都交给了学生，让同学们自由设计、自主展示，具
有开拓意义。

此外，在线上展厅里，每个闪烁的小圆点背后都有个
“彩蛋”：点击后可以放大看绘画细节、播放动画，还可以
让机器人变形，充满交互体验的乐趣。

中国美院：线上线下同步举行

也有一些院校选择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毕业展，中国
美术学院便是其中一个。

日前，2020 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展线上线下同步开幕。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共同生活”，正是对此次疫情下人类重
新思考生活方式的回应。展览试图探讨在经历了新冠肺炎
疫情后，人们对共同生活的渴望，思考如何重新获得共同
生活的能力。

中国美院各教学单位围绕主题提出“跬步·高远”“无
别离”“视差之间”“真实的未来”“我和我们”等14个分主
题展览来回应共同生活。

线上展厅的设计也贴合了展览主题，营造出一个共同的
艺术天体。界面中，12束光对应着不同的展览单元，点击进
入后便是穿梭星云的时空隧道。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行星，
在这里聚集、穿行，并组成生活与创作的共同体。

据悉，在疫情期间，中国美院上万名师生在有限的学
习和创作条件下，将对于此次举国战疫的赞颂、对于抗疫
英杰的讴歌，置入教学课程之中，置入线上线下交织着的
艺行思考和上手训练之中。

同学们把这些疫情期间对生活和生命的真实感受融入
到毕业创作中。每一件作品，都带着这个特殊时期的印
记，都是每一个“小我”融入“大我”的音符。面对“庚
子疫情你做了什么”，这些作品既是难忘追怀，又是坚强
成长的见证。

王健樑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新锐画
家。他为人低调谦虚，不善言辞，又
是一位情感丰富、有主见、有思想的
画家。幼年受母亲的影响，他从《芥
子园画谱》开始了艺术之路。初师五
代，后学宋元。从临摹入手，以董
源、范宽、倪瓒、黄公望一路为宗，
几乎历代名家的山水画他都临摹过，
状其形，摹其神。青年时期，王健樑
开启了不断求学之路，先后在河北省
群艺馆、北京画院、中央美术学院求
学。他走进名山大川，从大自然中吸
取营养，触景悟道。

山水画创作须师古出新。几千年
传承下来的经典艺术，其技法和思想
值得今人学习和传承。但山水画的

“图真”与“叙事”在当今遇到了很
大的挑战。农耕社会，人们依山建
房，靠水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今天的中
国，城市化率超过 50%，即便是乡
村，景貌也与原先不同。江岸送别、
亭外放鹤、秋山问道、独钓寒江、山
樵渔隐、夕阳牧归、寻僧问道等古画
中的场景，已经不复存在。那么师古
师什么呢？王健樑认为，一是师技，
二是师境。师技就是学古人的技法，
包括取景、取势、取笔法；师境就是
学习古人的创作思想。

以势取胜。王健樑遵从董其昌

“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
乃造平淡”的审美意趣，山水画以势
取胜，从宋元山水中汲取营养，以写
实为主，融入泼彩、蕴染等多种技
法，画面生动传神，避免具象工写的
刻板与照片感。他的山水画一般画得
很满，结构严密、完整，有很强的秩
序感。每根线条与色块都有明确的指
向与含义，交代清楚，协调一致，沉
稳、简洁、清爽，满而不闷，既有沧
桑感，又有苍翠感。从整体到局部，
充满运动的节奏，在协调中有起伏，
有对比，有韵致。

蕴含思想。技术精到是优秀画
家 的 基 本 功 。 以 技 为 基 ， 表 达 思
想，思想所致，技法天成。王健樑
探 索 出 自 己 的 绘 画 语 言 来 表 现 画
意。他常用老子 《道德经》 中的章
节来表达自己的创作思想。这在人
物画中屡见不鲜，但在山水画中却
不多见。王健樑也像其他一些山水
画家一样，用笔触描绘四季山色，
但 他 更 多 的 是 表 现 一 种 神 情 与 气
韵：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的喜悦，
青山夕照、红杏在林的雅境，眠琴
绿阴、人淡如菊的典雅。

王健樑正值壮年，传统的功夫很
深。他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
表达范式，相信他还会不断地探索追
寻，寻求更大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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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古墨开新境
——王健樑山水画赏析

程秉洲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云端画廊”效果图

翠色连绵春无限 （中国画） 王健樑作

今年 6 月中旬，成都高新区发布信息，在遵循“公

建优先、生态优先、功能布局优先”的原则下，加速推进

成都未来科技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今年将推进33个

重点项目，全年计划完成投资50亿元。

未来科技城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新引

擎，是成渝双城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的代表作之一，是成都高新区全力打造的重点项目，是

成都高质量发展迈向新征程的标杆。未来科技城还面

向全球征集城市设计方案，努力成为具有成都特色的

“未来表达”。

推动成渝相向发展 共建西部科学城

作为中国西部的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两大

城市强强联合，能够形成西南地区发展壮大的强劲保

障，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

2019 年 4 月，国家有关部委明确提出加快实施成

渝城市群规划。今年 1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

议正式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

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并明确成渝地区目标定

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

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为落实“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的目标，四川省科技厅、重庆市科技局签署相关框

架协议，提出双方将以“一城多园”模式合作共建西部

科学城。

作为西部科学城的“一极”，成都以“一核四区”构

建“核心驱动、协同承载、全域联动”的发展格局。“一

核”即成都科学城，定位为西部地区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科研院所和大学创新平台汇集区，围绕网络安全、

航空航天、生命科学等领域，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建设天府实验室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四区”即新

经济活力区、天府国际生物城、未来科技城和新一代信

息技术创新基地，均主要由成都高新区主导建设。

其中，新经济活力区定位为新经济企业和创新型

团队汇集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经济策源地和

活力区；天府国际生物城定位为全球医药健康创新创

业要素汇集区，打造世界级生物产业创新与智造之都；

未来科技城定位为国际创新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汇集

区，打造国际一流应用性科学中心、中国西部智造示范

区和成渝国际科教城；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基地定位

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高端要素汇集区，打造国际知名

的中国新硅谷。

“一核四区”通过数字链、创新链、价值链，集成创

新要素资源，与成都市 66 个产业功能区相连接，形成

科学城发展的拓展空间。

聚力科技创新 打造国际一流科技城

成都东部新区，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新

平台。未来科技城，就坐落于此。

成都高新区承担未来科技城建设使命。作为西部

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都高新区秉持“发展高科

技，实现产业化”的初心使命，正聚力科技创新，加快建

设国家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和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成都高新区聚集国家重点实验室 6 个、院士工作

站20个。2019年以来，成都高新区新增科技型创新创

业企业 12165 家，目前，科技型创新创业企业累计达

52793家，聚集高新技术企业2053家，万人有效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 184 件。

2019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2285.6 亿元，成

为 四 川 省 首 家 GDP

破2000亿元园区。

当前，成都高新区已形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经

济三大主导产业，2019年，生物产业规模首次突破500

亿元，电子信息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3300亿元。

作为成渝发展主轴上的高科技园区，未来科技城

紧邻天府国际机场，规划面积 60.4平方公里。根据中

国西部（成都）科学城战略规划，未来科技城定位为国

际创新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汇集区，建设国际合作教

育园区，打造国际一流应用型科学中心、中国西部智造

示范区和成渝国际科教城。它将匹配涵盖云计算、量

子通信、航空制造、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的智造

科创，涵盖科技金融、总部经济、检测认证、法律咨询和

人力资源的顶级服务，以及涵盖商务会议、会展博览、

全龄教育、医疗健康和文化休闲的优质配套，积极创建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应用创新核心承载区。

作为未来科技城的主导建设方，成都高新区日前

正式对外发布未来科技城起步区深度城市设计及重点

地段概念建筑方案国际征集公告，旨在汇聚全球智慧，

以前瞻性和创新性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落实国

家战略，加快打造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早日

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

在征集方案的同时，

成都高新区迅速行动，秉

承“世界眼光、国际标准、

天府特色、产城融合”的理

念，对标国内外科学城的

先进经验，对现有规划成

果进行整理并优化，已形

成未来科技城发展战略规划和空间规划初步成果。

按照“独立成市”的理念，围绕促进职住平衡、“人

城产”融合、先进要素聚集、吸引优秀人才、提高外部交

通物流效率的目标，今年，成都高新区全面启动未来科

技城约 54公里骨干路网和约 26公里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打通西一线、东一线、北一线 3 座跨绛溪河大桥及

机场南高速与东一线全互通立交、机场南高速与未来

科技城起步区全互通立交、第二绕城高速与北一线全

互通立交6个向外交通节点，高品质打造福田TOD区

域、大安溪公园景观、松林山公园生态景观等约154万

平方米的生态景观。未来科技城的优越交通条件正迅

速呈现。

在全力提升未来科技城城市基础承载能力的同

时，成都高新区还将结合未来科技城的发展定位，快速

导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创平台、优质教育资源、高

端产业化项目等创新要素，建设成为未来创新人才、未

来产业业态、未来城市场景协同发展，生产、生活、生态

深度融合，面向未来的国际一流科技城。

·广告···广告广告··

成都高新区交子公园成都高新区交子公园

成都未来科技城产业化项目成都未来科技城产业化项目——民航科技创新示范区民航科技创新示范区BB区效果图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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