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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区的 与
江粤军

在艺术品市场火热发
展的今天，艺术家的生存
状态惹人关注，艺术家
聚集的艺术区也成为
焦点。近些年，不少
艺术家逐渐离开艺
术 区 ， 原 因 各
异。中国艺术
区究竟存在哪
些问题？其
可 能 的 出
路又是什
么呢？

日前，由中央美术学院、中国
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主办的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60 周年校庆展在
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展出了 60 年
来附中师生创作的有重大影响的作
品，由 4 个部分组成：“中国美术馆
馆藏的附中师生创作的重要作品”、

“附中历任教师作品”、“附中学生留
校优秀作品”和“附中校史”。

“中国美术馆馆藏的附中师生创
作的重要作品”大多数是历史题
材，是对新中国辉煌而又艰难的发
展历程的艺术再现，如孙滋溪先生
的 《天安门前》、周思聪先生的 《人
民和总理》等。

“附中历任教师作品”的创作者
既是工作在美术教育一线的教师，
同时也是艺术创作者。一代代的附
中教师薪火相传，其中既包括老一

辈先生如赵允安等，也包括时下在
任的年轻教师们。

“附中学生留校优秀作品”展示
的是附中历届学生的留校作品，这
些作品创作时间跨越 1956 年至 2014
年，是 60 年来历届附中学生们在学
习、创作上孜孜以求不断进取的明
证。

“附中校史”部分以图片、实
物、档案、视频和简要文字组成展
品，集中展示附中在校尉胡同、隆
福寺、花家地和燕郊四个时期的面
貌。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建立于 1953
年，是在著名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和
江丰亲自倡导和直接关怀下，在第
一任附中校长丁井文的带领下，建
立的新中国第一所正规的中等美术
专业学校，在中国中等美术教育乃
至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发展中具有特
殊地位和影响。

中央美院附中六十周年：
展时代精神晓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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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 （1／3）尤劲东

书画家唐湘子近日从南方采风回京。“收获很
大，看到满眼的油菜花，心情豁亮。”10余天时间，
他走过了湖南、广东等地。南方早到的春意，让唐
湘子萌生了很多想法。他想要创作新的“春天系
列”，用明快的色彩，表达自己的感悟。

从艺几十年，唐湘子一直把“真”看作是最重
要的东西。他说，只有真诚对待生活，热爱生活，
才能发现美，才有创作的源泉。

书画兼长

书画如其人。唐湘子从小练习书法，先得唐晋
之法度，继师汉魏之朴拙，后觅宋清之意境，追求
高古拙意、高雅境界，深得中国书法的真谛。他又
以深厚扎实的书法功底，打开了中国绘画的大门。
唐湘子出生在南方，成长在北方，其画作兼具了北
方画派的雄伟峻厚和江南画派的灵动秀丽。他擅国
画山水，其画作大气且不乏细腻，灵动且不乏古
朴，山水丛林之间充满着清新诗意。他的作品，画
面与题款浑然天成、相得益彰。

唐湘子认为，如果只会画画，是很难理解中国
画的精髓的，因为“书画同源”。“画家其实需要很
高的综合素质，除了书法，还要懂得中国文学、历
史、哲学、诗词歌赋……只有把这些东西都融会贯
通了，画作才有灵气。”唐湘子说，他不想只做个画
匠或是写字工。

求新求变

从传统里汲取养分，在古代佳作中领悟意境，
是创作中国画的重要方法。现在，唐湘子更希望自
己的画作有“新面目”。他用物象、心象、意象来整
合自己绘画中的传统与创新，使其作品既有传统的
精神，又不失当代审美的观念和潮流，力求在色彩
和水墨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一种新的表达自我的方
式。

“但创新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在
唐湘子看来，求变，要符合绘画规律；求新，也须
有美学价值。

在市场化的今天，唐湘子依然坚信艺术和生活
体验的密不可分。他坚持从鲜活的生活和丰富多彩
的自然中寻找激情和灵感，并通过点、景、造型、
笔墨去表现最动人的诗化境界。

大繁归简

近 30 年的军旅生涯，练就了唐湘子坚毅的品
质，也让他的艺术创作更加严谨。“绘画其实是一门
苦差事，但对我来说，苦中有更多乐趣。”唐湘子
说，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对于未来，唐湘子认为自己还需要“增加修
炼”。“艺术是活的，很难说有‘几年计划’这种
事。或许受到某件事情的激发，我的创作在几个月
里就有了变化，也可能好几年都没有改变。因为艺
术并没有一个指定的路在那儿。”唐湘子相信，大繁
归简，画到最后，就是画修养。一幅作品上，每一
笔都有每一笔的功用，增之则多，减之则少。在他
看来，能用最简明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自己，且有新
意，就是艺术的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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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宝平痴迷于书法艺术，在逾30年的时
间里临帖摹写从未间断。长久浸淫于书法之
中养成的笔法意念，以气运笔形成的气韵，
自然地在作品中弥散流溢出来。他十分重视
以书入画，在作画过程中强调书写的韵味，
追求一种真正的畅神抒怀。他说：“艺术可以
传达生命灵性，心之畅游才是艺术境界的最

高体现。所谓写意精神，更多地是在形而上
的层面去感悟，给人的自由想象与直觉创造
了无限的空间。”

赵宝平虽然醉心于传统但却不墨守陈
规，创作探索中善于进行纵面
的深入与横向的比较，以开放
的视野，观照东西方哲学和艺
术思维的差异，并尝试从绘画
的本体入手，融合东西方艺
术，使中国画这一传统艺术形
式得以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创化
再生。

特别是他近 10 年以来的
水墨画创作，更趋抽象化、意
象化和追求精神性的倾向。对
于艺术家而言，重要的不仅仅
是在作品中宣泄自己的情感，
还在于能否成为自己的旁观
者，如此方能得见内心之真

“象”，使作品超越技法，给观

者带来“陌生感”。赵宝平的实验性作品就具
有这种“陌生感”，这个陌生指的不是技巧或
画面上的新鲜感，而是说它在风格和精神气
质上给人一种难以言说和界定的感觉，这对
于艺术创作探索十分重要，是一种在“边界”的
游离状态，如此方能形成突破的态势。

时下，对中国书画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生
存危机的讨论，体现出艺术界的一种焦虑。
其实，作为“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艺术家
要做的只是静下心来，回到中国书画的本
体，体悟中国书画的精神实质。从原点出
发，才能创化出可以立足于当代中国书画艺
术之林的新的生机。而面对文化的碰撞和精
神家园的迷失时，艺术家该怎么办？或许没
有标准答案，我期待赵宝平以他的作品做出
精彩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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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上涨让艺术家和艺术机构难容身

全国各地的艺术区，多数位于老厂房
里，像北京的798、上海的莫干山原来都是
电子厂，上海的红坊原来是钢材厂，广州
的红专厂原来是罐头加工厂。这些地方出
租后，被艺术家开发成艺术区。而最近两
三年来，经常出现艺术区的画廊等被强行
断水、断电，被迫关门等情况。业内人士
说，核心问题就是房租不断上涨导致的矛
盾。

随着城市规划的发展，这些原本位置
不太好的厂区，慢慢地进入到城市的焦点
位置，房租自然也就逐步上升。而艺术机
构又不像咖啡店、服装店等小的商业空
间，只需要几十平方米，艺术机构要办展
览，对空间的要求会比较“奢侈”。大空间
的租金和收益之间的矛盾，让多数艺术机
构难以承受，画廊的经营压力很大。此
外，租约通常也比较短，一般就是一年一
签或两年一签，艺术机构处于一种动荡状
态，很难做到长期规划。

“如果说为了逃避房租的压力，艺术机
构迁移到更加偏僻的地方，又会有人流方
面的问题。交通不方便，观众不愿意去，
同样很难经营。而在798、莫干山这些已经

发展得比较成熟的艺术区，有些艺术机构
又抱怨，来的观众不少，但并非目标客户
群，很多都是游人或学生。”策展人徐子林
说。据悉，2007 年，很多艺术家离开宋
庄，就是因为租金上涨。

地产入侵与商业化倾向

而房租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主导因
素？中国的艺术区最开始都是模仿国外的
形式发展起来的，画廊、艺术家工作室、
艺术空间等基本构成跟国外很像，但为什
么会存在诸多的矛盾，说到底还是机制问
题。国外的文化区是一个地理和文化上的

概念，而国内的艺术区发展成熟后，有时
就会被国家接管，变成产业基地，在管控
上日渐加强，不可能像国外那样“野蛮生
长”，地产商人也随时可以打着艺术之名入
侵。

艺术区的产业价值一上来，艺术的生
存空间就变得狭小了。有些展览，尤其是
当代艺术中实验性很强的展览，可能就会
被控制得比较严，失去了之前大家聚在一
起探索、实验的自由度。

至于艺术区里的商业化倾向，本来是
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在国外，藏家或者大
众要买最流行的画作、最新锐的作品，就
会到艺术区的画廊去。但在中国，艺术家
多数还没有被画廊所代理，没有规范的运

作渠道，藏家只能直接到艺术家工作室跟
艺术家谈，艺术家也就必须花很多功夫应
对市场，根据市场的需求调整自己的创
作，如此，商业气息更浓了。

艺术区是否还有存在必要

在徐子林却看来，像宋庄这类艺术家
聚集的艺术区，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
初，由于艺术市场处于疲软、冷淡状态，
艺术家需要彼此取暖，互相鼓励，因此有
其特殊的存在价值。而今天，由于网络的
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已经发
生急剧转变，艺术家的聚集效应也出现了
改变，扎堆的意义已然被逐步消解。

但也有人表示，艺术区的意义不局限
于交流本身。艺术家向往的是一种较为自
适的创作空间，而且艺术区这种机制比普

通公寓方便。艺术家时不时聚聚，可以让
生活更有趣。此外，藏家去一趟艺术区，
可以多走几个工作室，如果离得远，机会
成本也会大大增加。因此，很多艺术家还
是不愿意放弃艺术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尽管徐子林认为创作型艺术区的功能
在削弱，不过，他也强调，无论是哪种业
态，政府对艺术区中的艺术群体、艺术机
构都有扶持的必要。“目前中国的艺术品市
场看起来交易量很大，其实真正落实到活
着的具有探索性、思想性的艺术家身上
的，很少。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借鉴国外
的艺术区，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借鉴国外
对艺术的扶持方式。譬如设立基金会的制
度，鼓励艺术家、艺术机构自由申请，做
到公开透明，让草根的探索性艺术获得成
长的可能。”

上海莫干山路上海莫干山路

广州红专厂

艺术展还原消逝的世界

以绘画和雕塑等艺术作品，再现亿万年前的世
界。科学艺术家赵闯科学画展日前在北京中国古动
物馆拉开帷幕。这次画展共展出赵闯 33 幅艺术作
品，涵盖了其所复原的恐龙、翼龙、史前水栖爬行
动物、古哺乳动物等生命形象以及数种恐龙雕塑作
品。 （宣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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