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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美术学院的理论学科存在的问题

作者：王文彬  来源：TOM

  自从王南溟先生发表《美术学院培养不出艺术家》以来，我的心总是悬着，我一直

在想，谁该对这个问题负责：是中国的教育，还是中国的体制抑或美术学院的机制？王

南溟先生的这篇文章虽然篇幅比较短小，但是在艺术界却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如同李

小山的中国画“穷途末路说”在中华大地上响起一声雷一样。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不

仅想起这样一句话：“我劝诸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所以说，好的批评文章是

给人以启迪的，正如王南溟先生这篇文章，能够犀利的不留情面的剖析当代艺术或者学

院面临的问题，这也是一名处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混融的特殊的艺术时代的批评家

应尽的职责。批评家在和平年代不仅仅要唱赞歌，更重要的是要直临和平年代背后隐藏

的危机。 

  “培养艺术家，培养有洞察力、绘画技能的艺术工作者”是美术学院的功能之一，

但是王南溟先生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培养具有前沿意识的理论家、美术史家、批

评家”同样是美术学院肩负的重要使命。“十年育树，百年育人”这句话放在培养理论

家、批评家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民国35年。也就是1935年，吴冠中就是作为“具有很强

的事实洞察力、理论功底”的人留学法国的。在当今看来，吴冠中不仅是一名国内著名

的画家，更是一名深知中国艺术面临问题的批评家。中央美术学院是成立理论系科比较

早的学院之一，为我国艺术的理论研究工作输出了不少人才。看到这里，有人不仅要

问：“既然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我想有一点大家是清

楚的，美术学院在之前能够培养出一批有过贡献的理论家、批评家是因为当时汇聚了最

优秀的教师与学生，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共同的奋斗，才出现了一个比

较好的局面。而问题的转折点则是出在全国大学扩招之后。 

  1997年之后，中国的大学选择了扩招的方式提高国民的素质，各大美院也没能避开

这一趋势。以四川美术学院为例，90年代左右招生人数为200人左右，到了2000年左右猛

增到1000余人，几年间增长了5倍，这不得不算是一件工程，可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师资

力量真的达到了提升5倍的水准吗？答案时不确定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否定的。美术学

院的理论系科也难遭扩招的洗礼，并且带来无法估计的知识与思想的滞后。 

  第一，美术学院的理论系科无可奈何的成了理论系的一颗摇钱树。20世纪90年代的

师资力量与20世纪初的师资力量基本相同，拥有的不同点仅是多了一些新毕业的研究

生。（很大一批本科阶段主攻的不是艺术理论，而是英语或和文学。这与中国的研究生

考试制度有关，报考艺术理论研究生必须通过全国组织的英语入学考试，而很大一批专

业很强的学生被它拒之门外，然后这一批临时抱佛脚的门外汉凭英语大摇大摆进入研究

生阶段，最后踏上教学岗位。就这样周而复始，能力一批不如一批）。基础设施：房屋

比以前多了几间，而硬件设施，比如图书一类却未跟上。 

  扩招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怪现象：扩一个是扩，扩十个也是扩。这不禁使我想起农村

的放鸭现象。农村有一种专门放鸭子为生的农民，之所以称之为“放”是因为他们不买

鸭饲养它们，而是把它们赶到河里、沟里或者池塘里让它们自己寻找吃的，这些人中间

就有一种说法：放十只鸭子是占用一个人，放一百只也是占用一个人，那还不如放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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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呢，那样的话赚的钱也比较多。不过那些农民现在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放十只和一百

只不一样了，因为现在河里没有当初那么多的野藻类植物和鱼类的动物可以供鸭子吃

了，所以他们自己改变了以前的看法。的确，农民不懂生态之类大的道理，可是他们能

够根据实际情况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观点。而我们学院的理论系科呢，却还停留在那个

“放十只也是放，放一百只也是放”的基础上，而忽视了社会需要精英的实际情况。他

们只是盘算着能多大限度的扩招学生和减小教师的规模，盲目乐观的看着雄心勃勃的扩

招计划。“悲哀不在于大众教育，而在于缺失了精英教育，把所有的学生都当成了大

众。”. 

  第二．策划在理论系科中出现，但是却离理论越来越远。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在

美术学院的理论系科中出现了策划这一专业，且策划的招生人数远远超过了史论的人

数。这本来是一个好现象，说明社会发展了，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细了，需要人才的种类

也多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策划这一专业有畸形发展的趋势。美术学院也没有给同学

们充分做好理论与策划之间关系的工作。大一大二很多的学生都在重复着一个问题：

“我们学策划的为什么和理论的学一模一样的东西？”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记得在

参加美术学系（理论系科）的一次自由讨论会上，我作为高年级学生参加，大一大二的

同学问得最多的就是我们怎么搞策展。当时我是不理解的。大一的刚进入学校，什么专

业知识都不具备，就想搞策划办展览，当然勇气可嘉，但是这种急功近利的态度是有问

题的。当时我问了这样一个，如果你能说出“巴洛克艺术的特点”，你就可以去搞策划

了。结果没有同学能够比较全面的说出来。当然，并不是说能答出这个问题就真的可以

去搞策划了，而是说搞策划之前一定要有扎实的理论作基础，策划是理论水到渠成的事

情，是不能够人强力而为的。策展人出现并且盛行适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当时一个有

趣的现象是，策展人大部分是由批评家专业过去的，而当时他们的名片上也清一色改成

“策展人+++”，但是过了五六年之后，再看一下他们的名片“批评家、策展人+++”这

其实在一个侧面给了我们一个信息：作为一个策展人是需要理论背景的。国内最著名的

批评家、策展人栗宪庭只作了两次展览，可是这两次展览足以使他在策展历史上留下自

己的名字；高名潞先生对理论研究工作勤勤恳恳，同时也促成了“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

展”，仅仅是这一个展览，对任何一个策展人来说就已经足够了，所以策展的数量不在

于多，而在于能够抓住时代的脉搏，指出中国代代艺术自己的问题所在。而这需要敏锐

的观察力的，而敏锐的观察力是具有理论基础的批评家具备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

了“批评家转移到策展人”这一现象的产生。“西南第一批评家”王林在研究生期间就

埋头读书，不参加任何的展览，这为他以后在西南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说要

想搞策展，先要埋下头来打好基础，厚积而薄发才是根本。美术学院在一开始的就应该

是做好新生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拥有一颗踏实的心来面对“策划”这一学科。 

  第三．美学在理论学科中的忽视。这一现象时很突出的，在美术学院的理论学科，

对美学的态度如同对待选修课的态度。而美学才是理论学科的精华所在，所以在学习的

过程中出现了笔墨倒置的现象，这是应该警惕的。有的人用“中国人的美学不同于西方

的美学”为借口抵制西方美学理论在中国艺术中的运用，这种观点其实是片面的。美学

在本质上具有相同性，不是地域、民族问题就可以阻隔的。比如说市场经济，我们称我

们的为“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其实在本质上是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家是资本主义国家罢了。所以我们不要有民族情结，对

我们艺术发展有利的，我们主张“拿来主义”，美学是艺术出发的基本点，没有了没有

我们自己的美学理论，我们只能在“后殖民艺术” 中徘徊前进。 

  结语： 

  国内著名的批评家王林在给我们讲授当代艺术批评的时候，总是不停的提出我国当

代艺术所面临的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管是从事理论研究还是策划、批评

的人只有在关怀艺术、揭露艺术面临问题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敏锐的洞察力。

   



美术学院的理论系科也一样，要想培养出色的理论家、批评家、策展人，必须让学生掌

握思考问题的本能，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数量。 

  2007年4月7日星期六 写于 四川美术学院新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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