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试美术班”批量培养“应试型画家”

几乎所有美术艺考生都要经历以下过程：

首先进行系统美术培训，之后参加各省的美术

类统考，然后奔波在各省艺术类院校间参加美

术专业校考，最终考生和普通考生一样通过高

考，考取自己理想的美术院校。

全国人大代表王军认为，这个过程有值得

商榷的地方，他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根据国情和

美术教育的规律制定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给美

术专业考生减负，选拔有天赋的人才，使中国美

术发展得更好。王军说：“目前，在一些地方出

现了‘应试美术班’，为了让学生能通过资格考

试，美术班多用口诀式、模式性的套路教学，使

有天赋的考生必须按套路才能拿到高分，成为

批量培养的‘应试型画家’。”

王军建议，应将这些学生的美术天赋作为考

核招录标准，为他们敞开美术学院的大门。同时，

他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美术类艺考生的各省

资格联考，由各美术学院自主根据本院办学理念

风格招生，这样考生可以正常学习完高中课程参

加高考，从容扎实学习美术专业课，参加美术院校

的招生校考，在完全公平的状态下报考大学。

畏惧批评是不自信的表现

青年艺术评论家王进玉，有着较为独特的审

美视角、扎实的理论基础，经常发文针砭时弊，一针

见血地指出当今艺术界，尤其是书画界所存在的若

干问题。近日他发文指出，当今很多艺术家好谀恶

直，且极为注重自己的“面子工程”，不希望有他人

批评自己的声音存在，甚至是畏惧批评。殊不知畏

惧批评其实是内心不自信的表现。而当众多的艺

术家都开始花拳绣腿，都开始不自信的时候，虚假、

泡沫、炒作、吹捧等等，这些拙劣的手段也便多了起

来，从而大大恶化了原本就十分脆弱的文艺环境。

没有批评的声音存在，不允许有批评的声音发出，

这种现象有多热闹也就有多危险和可怕。试想一

个连批评都不存在的环境，怎么可能是一个正常的

环境？一个连批评都听不进去的艺术家，又怎么可

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出色的艺术家？

城市雕塑要弘扬中国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吴为山在两会上有一份专门针对

城市雕塑的建议：城市雕塑要弘扬中国精神。

什么是他理解的中国精神？“就是中国人勤

劳朴实的创造精神，自主自强的独立精神，崇德

尚礼的文化精神，兼容并包的博大精神，改革创

新的时代精神，追梦、逐梦、实现民族复兴的伟

大精神。”吴为山委员答道。如何让城市雕塑有

效传递中国精神？吴为山委员给出如下建议：

理论先行。建设和发展符合中国当代社会需要

的、以“中国精神”为核心理念的城市雕塑理论，

以发展的理论指导实践。精选题材。选取影响

和推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饱含“正能

量”的人和事作为创作题材。创新机制。科学

创新城市文化管理机制，形成城市管理者、艺术

指导机构、艺术家三位一体的互动模式。培养

人才。加强雕塑人才队伍结构调整，建立有民

族精神、家国情怀的城市雕塑队伍，引导艺术家

把个人灵感和责任感、使命感结合起来，使城市

雕塑真正成为人民的艺术。

文/朱飞军

中国书画世界行浙江委员会主

席、浙江经济网总编刘江发给了我一

组紫砂壶的图片，上面印有诸如“和

为贵”、“载福”等内容的书法和以白

描手法所作的绘画。据说这画的原创

来自于梁平波先生，而书法的作者正

是刘江先生本人。

我一看到这四只壶的图片，直觉

是清丽可喜，乍一琢磨，却从心底里

涌出了“文德”二字。文德者何？这

自然是古语，意思是指“具有礼乐教

化的修养”，是指与武功相对应的一

种思想行为。古之讲文德，颇有一些

教化的意思，说得通俗一点的话，好

像是要“君子动口不动手”，劝人以

文服人，而非以力制人。因此在“五

四时期”就颇受一些批判家的嘲弄，

鲁迅就曾经以此来讽喻那些口头上讲

文德，结果却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的虚

伪的道德家们。但我想，既然这个词

是说“与武功相对”，就说明其本意

是要人们以理服人，以修为本，这个

本意是正当的。“文德”就是现代文

明人应该具有的一个标志。

我看这四只壶，从器型上看圆润

而流畅，有文质彬彬之感；从色彩上

看是赭红色，与书画家们喜欢用的印

泥色彩相同，充满了文人情调；从图

案设计上看，一绘画一文句一书法，

充满了雅致和文采；从书法的格调来

看，具有浓郁的书卷气，是属于文人

书法的范畴，不做作，不张扬，不炫

技，质朴而内涵。

这使我想起一个故事来：某日大

文豪郭沫若来周恩来的家里做客，蓦 然间看到摆在桌子上的一盆雨花石，

不禁心生感怀，回家后就写了一篇短

文，其中有这么一句：“雨花石的宁

静、爽朗，正象征着主人的精神”。

再仔细地品味刘江先生的书法，我也

产生了一番感慨，于是也从心底里涌

出了这么一句：“非以技胜尤非以炫

技胜，技在其中矣”。岂非然乎？

在印象派画作之父克劳德·莫奈逝世 90 周

年之际，“印象莫奈：时光映迹艺术展”将于

2016 年 4 月 9 日在成都 IFS 亮相，随后将在上

海、北京和广州巡展。此次展览是继该展在韩

国、日本多地大受欢迎后首次登陆中国。展览

利用世界最前沿的数字成像技术，将莫奈的

400 幅作品放大在巨幅多媒体屏幕上，与地面

形成实时的流动影像，让观众置于其中产生身

临其境之感。

莫奈被称为“光的追随者”，擅长从光影与

色彩的关系中捕捉人们难以察觉的瞬间印象。

莫奈突破了当时学院派的保守思想，坚持画他

“确实看到的事物”，慢慢发展出一套新的绘画

方法。他最重要的风格是改变了阴影和轮廓线

的画法，柔美的色彩足以展现自然的静美，虽身

为画家，莫奈却用颜料被冠以了“静美画家 光

的诗人”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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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钟：道问山水间 意超物象外

林海钟，1968 年生于

杭州，祖籍福建永春。中

国美术学院国画山水专业

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现

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

书画鉴赏研究中心副主

任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出版有《写意山水入

门》《早春图画法》《山水画

技法》等多部著作，其作品

被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

馆、广州美术馆和伦敦大

英博物馆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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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映迹艺术展四月登陆中国

印象莫奈
时光映迹艺术展四月登陆中国

记者 陈友望

国画家林海钟，少有才名，其硕士毕业作品即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他是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首届“中外
六博士”之一，也曾是中国美术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遍游山水，体悟古贤之意，以画营造心
中的自然山川，清雅高古而性情灵动。

少有才名 画藏大英博物馆

杭州黄龙饭店里有一条艺术长廊，“丙

申吉祥”迎春画展尚在进行。在这里，我们

见到了一身中服的林海钟。“今年贺申猴，

我特地画了猿啸山林、悟空求化西游的故

事，新春又有张挂钟馗的风俗，为吉庆祥和

也画了钟进士像。”这次林海钟所画皆是小

品，大都小至十数厘米见方，凝神细细观

摩，大有妙趣。

添上一盏茶，林海钟徐徐地和我们聊

着他的故事。“我生于杭州西湖，长于杭州

西湖，这名城的魅力似尽在文化艺术之中，

耳濡目染，我从小就喜欢看书画展览，耳畔

总听到一些名家的名字，如黄宾虹、潘天

寿、孔仲起、童中焘、卓鹤君等，也经常看到

他们的一些作品。”林海钟于书画颇有天

分，六岁时见到潘天寿的花鸟画“映日荷花

别样红”，便能临摹，且一直念念不忘。

“十二岁后，我参加了省美协办的国

画山水班学习，临习‘芥子园画谱’，还

学 陆 俨 少 ‘ 山 水 画 刍 议 ’ 等 ， 纯 属 爱

好。”几年过去，林海钟发现身边的一些

画友如何家林、张国民等都进了浙江美术

学院，他也心向往之，后在1986年也很顺

利地考入该校国画专业，一帆风顺地从本

科读到博士。

那时候的美院老师，也是名家云集，如

陆俨少、孔仲起、童中焘、卓鹤君、陈向迅、

孙永、谷文达等，林海钟都非常喜欢。进入

美院，也就进入了国画之传统正脉，林海钟

如饥似渴地研习国画传统，并接触各种艺

术思潮。

在美院的早期学习中，林海钟多作青

绿重彩山水，颇具时代风尚，其硕士毕业作

品“墙”，就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当时，大英

博物馆的人跑来看，看到后就想买我的

画。可当时他们没有带钱，就跟我约定，第

二年再来取。我当时还以为是敷衍我，况

且他们没任何凭证，我们也只有口头约

定。但我遵约把画留着，没想到第二年他

们真的带着钱来取画了。”

去年，林海钟到大英博物馆读敦煌藏

经洞佛画，居然见到他 25 年前的作品被完

好保存，还与敦煌遗珍“引路菩萨图”挂在

一起，感觉非常荣幸，也很奇妙。

笔随心至 与古贤相遇发现自我

“在校学习中，我总觉得是靠着自己的

聪明和灵气，赢取了一些名声，其实在内心

深处却有些彷徨，所以我不断研究色彩，临

摹古画，再学唐楷，期待有所改观。”在林海

钟看来，国画家要站在前人上千年的历史

高度上，吸取前人已取得的绘事精华，传承

纯正的中国画。他赞赏潘天寿先生东西绘

画拉开距离之说，认为国画是中国人在绘

画领域所达到的高度，西洋画是西洋人对

绘画的见解，是不同的高度，国画认为纯粹

的过程就是境界的修养、提高。

林海钟说，向古人学习，也就是师古

人，透过古人的语言和画迹可感知和触摸

他们的心，从而提高今天画家的智慧。他

举例说，东晋王羲之云，“人在山阴道上

行，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而去过山阴道

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山水植被丰厚浓郁，

树木高大茂密，人在其间，视线被遮，是无

法看见千岩万壑的。很显然，这是王羲之

的灵感，是他对山水的认识。只有对山水

有深刻关照的人，才能写出如此有感染力

的句子来，这道出了古人观察山水的奥妙

和真谛，让后来者如临其境，仿佛置身于

一千多年前的山阴道上，穿越古今，与王

羲之携手同游。

佛学有顿悟之说，林海钟 2002 年春在

武林路画室以赵孟頫的诗作《古木窠石

图》时，豁然入悟古人庙堂，始得笔法，从

此自觉笔墨精进，日有新意。这就是一个

画家在积累了丰富阅历之后的创作状态，

林海钟从心所欲，笔随心至，肆意书画，佳

作频出。

这或可以说，所谓的顿悟是与古人的

智慧有了契合。林海钟说，得古人之心，

就是在某座奇峰异石上与石涛和尚相遇

了，或者在深壑岩崖中的某棵古松下遇到

了洪谷子，此类种种的会心，种种的契合，

真是妙不可言。而体悟古代贤者之心，仍

不是目的，即使到了随时都能契合的状

态。而另一种境界的呈现才是我们的期

待，即开始发现自我。此刻你已经被山水

之美感动并与之有了契合，这种契合就是

会心处。

山水遨游 笔底云烟与造化同功

林海钟喜游山水，善画山水。何为山

水？在他看来，古人陶冶情性，感悟人生的

道用之器，古圣贤人有仁智之乐，所指即是

寄情和畅游于山水之间，只有这样的高人

逸士才能认识真山水。

画山水，首先要学会观山水。山水的

观法，早在六朝已经成熟。宗炳在《画山水

序》中这样写道，“夫昆仑之大，瞳子之小，

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

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

山水乃大物，必然大而远。人在其间，

迫目以寸，则被高大的树木和巨石遮挡，加

上近大远小的错觉，使我们的肉眼见不到

山川的整体和正确的比例关系。同时，由

于视觉造成的错误使我们无法看到正确的

山水比例，所以必须“迥以数里”或“诚由去

之稍阔”的“以大观小”的观法，才能把握山

川的真实比例。

林海钟说，历代的高士和画家，他们对

于山水的认识留下了很多经验，并广泛留

在他们的著作和画迹当中，值得我们借鉴

与学习。北宋山水画家郭熙总结山有“高

远、深远、平远”三远，山有“可行、可望、可

游、可居”等山川的规律；五代画家荆浩在

太行山写松数万本；范宽一辈子待在终南

山，披图幽对，深得山水之妙。他们的作品

深谙山水的真谛，其精神千年不灭，至今仍

能够感受它的光芒，可谓是不朽。

此刻我们对山水有了判断，有所选择，

由认知产生了知见，即石涛画语录中提到

的蒙养状态下的受与识。此刻意识到自己

的心是无所不包的，心像长了翅膀，可以遨

游天下的名山，并能创造山川自然，所谓笔

底云烟与造化同功。

闲心逍遥 于万物中发现生机

林海钟很喜欢收藏。“我收藏古画，其

实也是与古人对话。一幅佳作在手，那比

隔着玻璃遥看不知强多少倍，可以清楚地

看到纸、墨材料，以及用笔技巧等。”林海钟

说，“但很多画，我领略之后，也就随手送人

了，只要对方喜欢，能用得上。”

除了古画，林海钟还喜欢收集古砚

台、印章、古书以及其他文房用品，“我喜

欢的物事还有很多，只要对我专业有帮

助，我都喜欢。”林海钟拿出一盒橄榄说，

“光是各种橄榄我说得出的就有多种，其

颜色相异，味道不同，我从各地买来，和大

家一起品味。闲暇时，我出外爬山，甚至

烧窑，看着自己的‘紫砂壶’出炉，心中该

有多少惊喜？”

林海钟还特别喜欢交游，许多古刹名

寺的主持都是海钟的朋友，这些朋友都对

中国传统艺术有着浓厚兴趣和较高的造

诣。林海钟和他们相交相契，谈艺论道，煮

茶礼佛。林海钟还长住寺中，听听晨钟暮

鼓，看看香绕叶落，于生机之中领悟万物生

意，笔握在手中，写心胸于纸上。

中国美院院长许江曾这样评价林海钟

说，“闲坐家中，静想明月天涯，这闲心十足逍

遥。正是这份逍遥将景物化入纯然的观看之

中，洞见万物如洞见己心，心物相忘相融，不

觉地勾出一种凭吊千古的幽幽古意来。”

“画画，其实就是修心境，画心境。”林

海钟目前正带着学生一起全心创作巨幅画

作“鉴真东渡”。该画作为中华文明历史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之一，将在国家博物馆长

期陈列，我们在此期待着他又一惊世大作

的问世。

天台国清讲寺雪霁图 220cm×500cm 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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