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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视觉嘉年华

5月20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展“加载中…”线上
开展，标志着“2022中央美院毕业季”正式启动。800
多名本科毕业生的 1 万多件作品，400 多名博士、硕士
研究生的 3000 余件作品，在“云端”飞速加载。作品
涉及绘画、雕塑、实验艺术、设计、建筑、美术史论、
艺术理论等多个领域，是中央美院青年学子探索与实践
成果的一次全方位展示。

6月1日，“生活力·第四届之江国际青年艺术周”
开启，在中国美术学院、浙江音乐学院两校毕业季的基
础上，联动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 13
所高校同步推出线上、线下毕业展，累计展出 5000 余
名学子的3000余组作品。

此外，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季也在5月开启；第三届
湖南高校毕业季美术作品展日前在湖南美术馆开幕；第
八届“青未了——山东省高等学校美术院系应届毕业生
优秀作品展”5月31日在山东美术馆正式亮相……

这些展览，以及其他高校即将推出的毕业展，共
同构成了今年毕业季的视觉嘉年华。

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院长何红舟认为，从毕
业作品看，学生们在绘画语言学习上都取得了明显进
步。在这个图像时代，他希望同学们能够通过学习更加
深入地理解绘画本身的魅力，提升个人的绘画感受力，
并将这种感受力融入时代发展，在未来创作出具有感染
力的作品。

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主任唐晖表示，壁画的概念
在今天不断延展，学生们丰富多样的毕业作品也体现
了这一趋势。他认为，壁画系毕业生应当在公共艺术
领域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为国家城市建设、乡村振
兴出一份力。

内容形式丰富多元

纵观今年的毕业创作，多元的主题、多样的形式，
是记者的第一印象。这些青年学子一手伸向传统，一手
伸向生活，关切社会现实，关注时代课题，思考解决方
案，传承前辈优长，打破学科界限，注重艺术与科技的
融合。这些作品创作构思宽阔，样式语言灵活，呈现出
具有深度思考和富有表现力的面貌。

开阔的视域与巧妙的表达。众多作品体现出学子们
既坚守传统的绘画语言，又在表现内容上有自己的探
索，体现出开阔的视域。例如中国美术学院翟莫凡的油
画作品 《闹天宫》，以丰富的想象力将内心感受外化，
虽然充满幻想色彩，却使用了写实表现手法，展现出一
种别开生面的创作路径。另一件中国美术学院刘宇轩的
油画 《店铺》，则将视角对准平常所见的古董收藏店
铺，表现现实场景却不完全使用写实手法，通过光源的
变化形成生动的画面语言，生发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畅
想。作品既有绘画语言的魅力，又借助这种魅力，将题
材升华。

学科的融合与跨媒介传播。学科的交互融合已经成
为一种趋势。在打下扎实基础的前提下，学子们尝试跨
学科创作，并借助新媒体传播，让作品获得更多关注。

例如中央美术学院钟琳的作品 《灵山》，是以大漆为主
要媒介进行的个人漆综合材料创作，在实际创作过程中
做出了调和“漆性”与“绘画性”的尝试，画面中金线
的绘制还借鉴了修瓷工艺中的金膳。作品是作者对《山
海经》 的概念化想象，作者还将创作过程拍摄成视频，
在新媒体上传播。中央美术学院刘莉铭的涂鸦系列作
品，则将壁画与潮流艺术结合，还衍生出衣服、包、帽
子等文创产品，在社交平台颇受欢迎。

科技的运用与服务社会的导向。近年来，艺术与科
技的融合越发深入，学子们观照历史与当下，创作出了
一批具有实验性质的作品。例如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
学院与各大汽车品牌合作，将艺术设计与技术实践直接
结合，展览现场犹如车展，充满未来感、科技感。此
外，美术服务社会的导向在设计类作品中尤其突出。例
如广州美术学院梁海燕的《细蚊仔，担凳仔——玉带濠

街区欢乐建设实验》，将环境改造和美育结合，具有很
强的在地性、实验性和跨专业性。

数字展陈成趋势

近年来，作品“上网”已经从被动参与发展到主动
选择。更广泛的关注、更全面的展示，让线上展览越发
受到重视。今年的毕业展也不例外，各大高校毕业展或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或完全线上呈现，体现
出数字展陈的趋势。

2022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既有在浙江美术馆、象山
校区的线下展示，也有 CAACOSMOS“国美天球”这
样的在线艺术社区，为学子们提供了一个在线学习、交
流和展示的机会，此外还有多场线上名师导览直播，带
领观众走进五彩斑斓的艺术世界。

而 2022 年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季则完全转至线上举
办。校方推出了一个沉浸式 3D数字孪生校园，打造数
字化文化新体验。钟楼、教学楼、圆形剧场、中央美院
美术馆……在“云端”，观众不仅可以沉浸式地漫游虚
拟校园，还可以看到学校当天的温度、湿度、风向等基
本天气指数，让人产生一种在场感。进入数字展厅，每
位毕业生都有专属页面，包括毕业作品的文字信息、缩
略图、大图等，一些同学还上传了创作小稿，更加充分
和个性化地展示自己。据悉，本届毕业展也将成为永不
下线的“2022中央美院毕业展”。

当然，绘画的灵韵往往需要现场观摩才能更好地体
会。作品的运笔、色彩、尺寸、创作痕迹等，都会对观
者产生不一样的观感和感触。但正如 2022 中央美术学
院本科毕业展前言中所说：“未来实体媒介会否消失，
材料作品已不再永恒……你们是适应这种未来艺术转型
的第一批新生。”数字技术正全面融入文化领域，美术
家也要适应由此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在数字化时代
带来同样打动人心的作品。

巍巍华夏，历史悠久；
浩浩神州，地大物博。几千
年来，中华民族在这片沃土
上辛勤耕耘，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相互依存，生生不息。

为讲好中国生态环保故
事，展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由中国文联指导，
中国书法家协会策划举办的
主 题 创 作 书 法 系 列 展 ——

“美丽中国”篇日前在线上开
幕 。 展 览 分 为 “ 山 ”“ 水 ”

“林”“田”“湖”“草”“沙”
7个板块，从崇山峻岭到高峡
平湖，从茂林修竹到肥田沃
土，共收集了 26 个生态文明
治 理 案 例 和 相 关 的 古 今 诗
文，从以小见大的视角、亘
古通今的脉络，徐徐展开源
远流长的美丽中国画卷，同
时展现一代代中国人在历史
长 河 中 ， 尤 其 是 新 时 代 以
来，为建设美丽中国所付出
的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

以书法形式讴歌新时代
美丽中国建设，中国书协遴
选、组织来自代表性地域的
基层一线骨干书法家展开主
题创作，并于同期举办“创
作中的细节”主题性创作系
列座谈会。座谈会以此次展
览为例，围绕主题性创作，聚焦创作细节，探讨书法
艺术如何更好地深入生活、书写时代。参与创作的书
法家表示，此次主题创作的过程实际也是“以古人之
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过程，将生态文明治理案例
与古今诗文有机结合，感受古典诗词与新时代的共生
关系，继承优秀传统，弘扬时代精神。广大书法家在
创作实践中，深刻领悟到要在深入生活、关注社会中
书写时代，在秉持书法专业性的基础上，追求书法艺
术人民性和时代性。

本报电（记者尹晓宇） 时令如花，节气入画。时
节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自然
回响——苏州美术馆馆藏‘苏美宝笈’系列展 （时节
篇） ”日前在苏州美术馆举办。展览共展出 60 件绘
画作品，涵盖油画、粉画、中国画、水彩画、版画，
创作年代跨越近现代至当代，按照作品表现的季节分
为 5 个章节，四季轮回，再回到春天。二十四节气依
据时序融入四季的章节之中，并邀请画家陶花专门创
作团扇小品，表现苏州本土的时令特色，带给观众充
满生活气息的联想。此外，展览加入了 《清嘉录》 的
文献片段，将清代苏州地区的时令文化联系到当下，
使古籍记载的民俗活动与相关作品并置，让过去与今
天相连。

展出的作品试图记录人在不同时节的活动痕迹。
一方面可以从中寻找每个季节的艺术特色，画家在表
现各个季节时选取的不同色调、事物、场景，由此讨
论绘画如何表现季节；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关注特定
时节的风俗活动，与本地的气候、物产等相互呼应，
由此更好地理解时节文化中的自然现象和人文活动。

展览将二十四节气、苏州地区的时节文化、节日
民俗活动与绘画艺术、古籍文献等融合在一起，展现
一方水土所孕育的地域特色和人文气息，让观众沉浸
式地感受艺术作品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之美。

本报电（闻逸） 由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
“天府天工·四川工业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日前在
四川美术馆开幕。展览现场展出117件作品 （含17件特
邀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等多
个美术门类。这些作品旨在以美术的形式展现 20 世纪
50年代以来四川工业建设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讴歌
其中所蕴含的奉献精神和坚韧意志。

据悉，“天府天工·四川工业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
由四川省文联组织实施的一项集采风、创作、展览、出
版、收藏为一体的大型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工程启动
于2019年下半年，先后举行了六批次十条线路、约300
人次省内外艺术家参与的采风活动，经过三轮评选，最
终评出117件参展作品。

四川的工业发展，为艺术创作留下了丰厚的矿藏。
展出的作品中，既有反映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
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和数字经济等产业的作品，也
有表现“三线建设”“两弹一星”等工业历史题材以及
传统工业的创作。

朱沙的油画 《晨光》、尹莉莉的中国画 《天工纸

艺》 等作品，以朴实的艺术手法表现巴蜀传统手工艺
的精妙，蕴含了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工匠精神的赞美。
李青的版画 《汽笛声声》、康蕾的中国画 《东郊记忆
之西区故事》、夏玉清的版画 《成昆铁路》、叶杨的油
画《丰碑》等作品，把观众带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四川

“三线建设”和工业发展的火红年代。刘春亭的中国画
《九天揽月》、谷晓艳的版画 《东方魅影·歼-20》、邝明
惠的版画《逐日翼龙》、张潘的中国画《龙泉·汽车新能
源》等作品，则呈现给观众具有四川名片意义的高科技
景观，折射出四川在现代工业、铸造国之重器方面的时
代担当。刘汉禹的油画《成都地铁三号线》、李青稞的
中国画 《西部生产线》 等作品则表现了高科技工业对
城乡建设以及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所发挥的重
要作用。

这些作品不仅诠释了工业文明之美，抒写了四川
工业战线的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艺术
家们也在创作中探索工业题材与传统美术创作技法
和审美经验相契合的新路径，为新时代美术创作积
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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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季。对青年学子来

说，这既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是人

生旅程一个新的起点。

日前，各大高校美术毕业展陆续

拉开帷幕，多元的主题，巧妙的构

思，立体的展示……这里既有青年学

子们艺术手法的创新创造，也有他们

对时代和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展现了

多彩青春的力量。

观众在浙江美术馆观看中国美术学院2022年毕业展上的作品。
龙 巍摄 （人民图片）

学生在“炫·青春”2022南通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展上参观。
徐培钦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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