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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全国之力创建

川美诞生在抗战烽火中，发展在新中国，崛起
在改革开放，是一所既有民族风骨、又敢于创新的
高校。

本次展览汇集了461位艺术家的603件作品，按时
间线索划分为两大板块：“1940年—1978年”和“1978
年—2020年”，注重学统梳理，构建创作谱系，强调历
史语境，重视地域特色，重点突出“文脉与历史”“传
统与经典”以及时代使命与当代视野。

在第一板块中，观众可以看到川美初创时期的文
献。“川美可以说是集聚了全国力量和影响而成立
的。”说起川美的创办，川美院长庞茂琨表示，川美诞
生的抗战时期，全国各地许多高校都迁到西南，重庆
聚集了全国的艺术人才。这样的时代背景和资源奠定
了学校创办的基础。

上世纪 50年代以来，在追求文化现代性、艺术民
族性的过程中，川美逐渐探索出一条融汇中西、贯通
古今，具有民族与地域特色的创作之路。

比如由川美师生创作于上世纪 60年代的著名组雕
《收租院》，将西方雕塑技巧与中国民间传统泥塑技巧
融为一体，生动地塑造了114个不同身份、年龄和个性
的真人大小的人物。组雕超级写实主义的艺术特色，

与当时的国际艺术潮流吻合，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
响，是中国现实主义雕塑的丰碑。

以创作带动教学

1980 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中国青年
美术展”中，一幅名为 《我的父亲》 的油画引起了评
委的关注。评委吴冠中说，作品完全是我们上一代的
父亲形象的一个概括，用“我的”太小了，应该把

“我的”拿掉，就留“父亲”，代表父亲那一代。
这就是罗中立的《父亲》。该作品一举夺得第二届

“中国青年美术展”一等奖，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美
术经典。

由于 《父亲》 原作正在保养维护，本次展览展出
的是其版画版本，但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围观。

改革开放给川美注入了新的时代活力。时任院长
叶毓山为雕塑家，对全校师生的创作给予了很大的鼓
励和支持。给本科生设立工作室，是川美的首创。当
时，叶毓山把一些学生寝室，特批给一批创作能力强
的学生和青年老师，作为创作工作室，打破论资排
辈，大力扶持年轻人，大大激发了师生的创作热情，
涌现出了罗中立、程丛林、何多苓、高小华等一批优
秀的青年艺术家。

同时，以叶毓山为代表的中年艺术家也交出了自
己的时代答卷，创作了一系列堪称经典的组雕，包括

《红军突破香江纪念碑》《彝海结盟——四川冕宁》
《春夏秋冬》 等。叶毓山的红色雕塑气势磅礴，特别
是红军长征雕塑，是时代精神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
典范。

“以创作带动教学”，是叶毓山任院长时期总结出
来的一条川美新传统、新特色。庞茂琨 1978年进入川

美油画系学习，正是这一主张的受益者和实践者。
“‘以创作带动教学’就是把创作看得很重，体

现了川美主张的创作要深入生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路。”庞茂琨表示，“以创作带动教学”的另一层意思
是弘扬尊重艺术性、思想性的专业精神。

以艺术服务社会

进入 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川美在艺术面
向大众、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所长。

为助力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8 年，
川美成立艺术与乡村研究院。川美在重庆市黔江区和
酉阳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车田乡开展了一系列帮扶工
作，还签署了十几个校地合作协议，加强与重庆周边
区县的联系，打造环川美艺术生态圈。雕塑家、川美
副院长焦兴涛在贵州羊蹬镇开展的羊蹬艺术合作社项
目，把艺术植入乡村生活，激发了当地农民和手工业
者主动创新改变生活的热情，为当地乡村面貌和村民
风貌的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加强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川美也保持了佳作频
出的创作势头。庞茂琨走出了新古典主义的油画风
格。焦兴涛的雕塑作品 《烈焰青春》 在第十三届全国
美展上荣获雕塑金奖，填补了连续5届全国美展没有雕
塑金奖的空缺。此外，川美还涌现了一批在国际上有
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

面对未来，庞茂琨表示，川美将加强“双核”、提
升“双翼”。“双核”是指传统强项美术学、设计学，

“双翼”是指影视动画、艺术理论，四位一体并融合多
学科发展，拓展新领域。同时，川美还将立足西南，
坚持创作和教学紧扣时代脉搏、关注民生，争创国内
一流、国际知名的美术院校。

本报电 （记者赖睿） 2020
年适逢中国版画家、油画家胡
一川诞辰110周年。由中央美术
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联合主办
的“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
川艺术与文献展”日前在中央
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展览展
出胡一川各时期重要代表作品
与手稿、日记等珍贵文献约500
余件，其中许多重要历史文献
经 胡 一 川 研 究 所 近 年 挖 掘 整
理，首次公开展出。

展览题为“站在人生的前
线”，鲜明地体现了胡一川艺术
人生的独特经历和奋斗精神。
从参加新兴版画运动到奔赴延
安，从投身抗日美术创作到迎
接新中国诞生，从参与创建中
央美术学院到受命南下领导广
州美术学院，胡一川总是向往
光明、满怀斗志、服从组织的
安 排 ， 一 次 次 走 向 人 生 的 前
线，并且总是站在前沿、勇敢
前进。

此次展览分为“胡一川这
个同志——大家所了解的胡一
川”“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
川的木刻与文献”“站在人生的
前 线 —— 胡 一 川 的 油 画 与 文
献”“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
川的美育与文献”“爱与生死的
咏 叹 —— 胡 一 川 的 苦 难 与 幸
福”五个板块，从口述史、美术作品、美育文献、人生
抉择等方面进入，多维度呈现胡一川“勇敢地跑到时代
的前头当旗手”的人生追求。

胡一川是 20 世纪中国重要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
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首任党组书记、广州美术学院首
任院长，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和美术教育事业做出重要
贡献。

胡一川的木刻和油画创作来源于对生活的真实感
受，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艺术表现鲜明有力。《到前
线去》《牛犋变工队》《开镣》《前夜》 等作品都以富有
鲜明时代性的内容和形象，成为现代中国美术史上的
经典。

他的作品无论是主题创作，还是风景写生，无论是
木刻、油画，还是书法，总有一种铮铮不倒的精神强力
在其中。在胡一川的日记中，记载了他自己从乡村走向
城市、从城市奔赴延安的经历，也记录了他艺术思想上
的成熟和生活中的许多生动细节。

本次展览是“百年辉煌·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名家”系
列活动之一，是“广州美术学院·纪念胡一川诞辰110周
年”活动之一，也是胡一川作品在中央美术学院的首次

“回归”展。

本报电（记者赖睿） 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黄
河文化主题书法篆刻展览”日前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
馆开幕，百余件书法篆刻作品诠释了黄河的文化内涵
和时代风貌。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发源于青藏高原，
九曲盘桓，穿越了黄土高原，横贯了中原大地，汇纳
百川，东奔入海，滋养了历史悠久的华夏文明。

中国国家画院从今年5月开始，组织院专业书法篆

刻艺术家，文旅系统及黄河沿线的青海、四川、甘
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省区的
部分书法篆刻艺术家开展深入生活、深入一线，紧扣
时代脉搏，追溯和弘扬黄河文明的采风创作活动。

63 位艺术家以书法篆刻为主要艺术载体，或以赞
颂黄河的历代诗词歌赋，追忆和弘扬传统文化精神；
或以饱满的热情自作诗文，讴歌新时代黄河生态和文
化精神，创作了126件兼具传统意蕴和时代精神的优秀

作品。
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所长魏广君分享了采风

过程中的所见所思：“此次采风中，我们的心情被一种
绿意和人民群众欣喜的微笑所环绕，沿线地区的基础
设施、民生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都得到了具体可
见的改变。在这次主题性艺术创作中，我们真正融汇
了一路所看所思所想，也表达了对黄河的真切祝福。”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卢禹舜表示：“从展出的作品可
以充分感受到这批艺术家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们努力做到‘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丰富了中国国家画院关于黄河的主
题创作内容。”

本报电（闻逸） 由西安美术馆主办的“无界——王
西京2020水墨艺术展”日前在西安美术馆开幕，展出艺
术家王西京创作的人物和山水水墨新作50幅、装置作品
1个。

王西京的作品，尤其是他创作的人物画，在造型和
色彩上立足中国水墨的精神内涵和笔墨语言，并致力于
实现东西绘画的统一，倡扬“无界”的艺术主张。这些
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国际性，在融合中西文化的过
程中，彰显了东方艺术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也体现出一
个中国艺术家在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历史
选题上所做出的艺术探索和思考。

本报电（鉴明） 日前，“褚门遗风——褚建军书画作
品展”在江苏省宜兴美术馆开幕，展出了褚建军近年来
创作的美术、书法、陶刻等作品近百件。

褚建军出生书香门第，从小习临宋元明清书画经
典，书法以临摹褚体见长，山水画中尤喜“清四王”及

“清四僧”之石涛，并受“金陵八家”之首龚贤的影响。
他的作品以自然为师，多游历、多写生，无论山水、花
鸟还是书法作品，或大幅巨制，或精致小品，皆能大小
由之，精心创作，不与人同，特别是经过长年陶刻的磨
砺，使其笔墨呈现出浓浓的金石味，达到了书法、绘
画、篆刻三者的统一。

百余件书法篆刻作品颂扬黄河文化

四川美术学院建校80周年——

创造经典 照鉴未来
钱晓鸣

四川美术学院，是一所诞

生在抗战烽火中、集全国之力

创办的高校；也是一所在新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

放时期创作出经典作品的院校。

今年是四川美术学院 （以

下简称川美） 建校 80 周年。

“与历史同行：四川美术学院建

校 80 周 年 （1940—2020） ”

展，用图文生动诠释了川美始

终坚持社会性、人民性、创新

性，反映时代风貌，讴歌人民

生活的艺术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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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图①：岁月 （油
画） 罗中立

图②：雨过天晴
（油画） 王大同

图③：烈焰青春
（雕塑） 焦兴涛

图④：春风已经
苏醒 （油画） 何多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