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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原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建于1953年，地处北京市东城区校尉胡同5号。馆内藏
品1.3万余件，涉及古今，兼顾中西，囊括各个美术领域，体现出不同艺术类别的风格样式。不仅有艺
术大师、当代著名美术家的代表作，更有自建院以来历届学生的优秀作品。
新美术馆于2008年3月竣工，位于朝阳区花家地南街8号的中央美院校园内，是中国最具现代化标准的
美术展览馆之一。美术馆建筑呈微微扭转的三维曲面体，天然岩板幕墙，配以最现代性的类雕塑建筑
，展现中央美术学院内敛低调的特质，同时也与校园内吴良镛先生设计的深灰色彩院落式布局的建筑
物充分融合及协调。美术馆总面积为14777平方米，地上四层，地下二层，局部地下一层。展览面
积6000余平方米，其中二层为常设展厅，主要展出馆内所规划的常设陈列展，包括精选馆藏以及重要
艺术家专题展陈等；专题展厅设置在三层及四层，均为天光围幕的敞开式现代化展厅，非常适合丰富
多样的当代艺术作品展示以及大型艺文类活动的承办。美术馆中还有一些开放空间展区，为艺术家展
现其创造力和挑战性提供了可能。藏品库房位于地下二层，1240平方米，采用国际最新信息技术和数
字化管理，在软硬件方面均达到国际水准。公共服务设施主要位于一层，其中国际会议厅可容纳380人
，为学术研讨、专题讲座及新闻发布会等提供了便利场所。其他公共服务设施还有总服务台、寄存处
、咖啡厅、书店和礼品店等。
秉承“兼容并蓄”的学术传统，既肩负承载历史的义务，又担当着开拓未来的责任。中央美术学院美
术馆与时代同行，塑造一个开放、自由、学术的空间，并竭诚与艺术家及观众进行良好的互动。美术
馆以中央美术学院学术研究为基础，策划与国际接轨的各式展览及学术活动，使美术馆成为国内外艺
术交流的平台，为美院师生、公众以及中外艺术家提供一个观摩、学习以及展示的实际空间。特别是
在学术展览之余，新馆将积极开展公共与社区美术教育活动，使其成为中国标志性、专业化、国际化
的专业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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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近年来，央美美术馆藏品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无论是著名的老艺术家、教授及家属，还是毕业
生及青年艺术家等，对中央美术学院藏品的入藏，都给予了极大而无私的支持。尽管作为一个艺术学
院的美术馆，收藏经费少得可怜，尤其是在火热的艺术市场和功利社会的情境之下，坚持有品、有判
断力、有艺术史意识和责任的收藏，无疑是一种近乎天方夜谭的理想。因此，我们只有通过一切可能
性的努力，包括学院及央美美术馆的学术及社会影响力和专业作为，通过对艺术史建设的职责和理想
，来争取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支持！去年，我们组织策划了“千里之行：中央美院藏优秀毕业生作品展
”在伦敦金色广场艺术中心举办，最近正在策划“新中国美术史的青年时代：中央美院美术馆藏品专
题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相应的，编辑出版专题收藏集。以类似的方式，使藏品更加充分地发挥社
会和艺术史的作用，同时，也回报艺术家们！
2、中央美术学院，一直有收藏青年学生艺术家在校学习过程和成果的传统。其实，一般的艺术院校
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但是，由于中央美术学院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特殊的教育成果，这样的收藏及其
长期不懈的努力，使得藏品形成序列化的结构和相关的学术意义。自 1950 年代以来，这种历届毕业生
作品的收藏包括留校青年艺术教师的作品收藏，构成了一段特殊意义的美术史，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
“新中国的青年美术史”，或“新中国美术史的青年时代”。何以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可以从中央美
院美术馆（前身为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 , 以下简称央美美术馆）的历史藏品中看到，新中国以来在各
个阶段的美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大部分艺术家，其青年时期的作品不少入藏中
央美术学院，这些藏品，一定程度反映和体现了这一批批一苒苒重要艺术家的艺术成长过程和历史，
我们可以从这样不同时期的藏品中，比较和研究艺术家成长和发展的关系及脉络，也可能通过这样的
藏品，追溯不同历史时期艺术的追求和风尚，包括艺术教育的特色与趋势等。艺术史本身就需要这样
一种“青年时代”的积累和建构。
3、很喜欢艺术。学生是未来的希望！！！！！！艺术高于生活，但是让我们能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
睛，我爱艺术！！！这本书有很大的可读性，参加过一次中央美术学院的展览，很棒，很有才。懂得
艺术的人，都和常人不一样，因为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奇艺的色彩，这种判断意识，是他们创作的
源泉！！！同学们要加油喽！！！
4、期待已久，终露尖角。艺术，需要沉淀，需要灵感。这样一本书，记录下铅华尽洗之后最芬芳的
积淀。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手捧书籍，徜徉在如魅如幻的世界，心也变得宁静了。没有机会从事专
业学习，但是欣赏，也会得到心灵的释放。
5、期盼已久的书，终于见面了。本书汇集了中央美院2012年优秀的艺术作品，让我既大饱眼福，又灵
魂悸动。书里领先的设计技艺、前言的设计思维、超前的设计趋势，都展现了中国领先的设计浪潮。
这让我更加坚信了一句话：设计改变世界。我相信，在一批崭新而持久的设计力量推动下，我们的生
活和社会都会变得更加美好。
6、如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是我大学课本中关于“现实主义”概念中的重要一句。回望
我们的生活，有时典型与非典型真是难以区分，在我的视觉经验中现实更多时候是真假难辨。眼睛看
到的是真正的现实吗？外部典型的特征下是不是就有典型的性格？“非典”病毒走了，但这个词很有
趣，象说出现实与我们自身经验的关系。今天的表象，也许就是这个时代不曾间断的“非典型性”变
化。所以，我想，还是把“雪山、青草、美丽的喇嘛庙”还有那个“流光溢彩的车厢”留在记忆里，
在《甘南的记忆系列》作品中尽量减少表面的异域风情，人群里他们是孩子，是妈妈，他们是生活在
我们周围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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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央美术学院2012毕业生作品收藏集》的笔记-第14页

        作品通过中亚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文化交汇点的一些历史遗址，以交河、高
昌、楼兰古城废墟遗址的造型和环境为参照对象来进行绘画的表现。在这些形象的存在
表征背后似乎传达着某种信息和暗示，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启示和预言，当人们去观看时
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可能是历史的不朽、不灭的永恒，和现实荣耀的转瞬即逝、昙花一
现；也可能是个体的忧郁和伤感；甚至是乌托邦式的雄心壮志等想象空间。而这种不可
言说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景观所存在的视觉形式，正是我的兴趣所在，也适合我的绘画
语言的表达方式。用绘画来表达一种对历史、宗教、文明、文化的思考。
绘画是一个不断简化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绘画者自身将宗教、哲学、以及对
生命的意志和体验认识简化成一种力量并努力体现在画面上的过程。我在绘画中尽可能
的简化过多的信息，而选择直接、单纯、  简洁的表达方式，并对所处时代的绘画潮流加
以区分或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表达上我选用简化对复杂、写意对精致、  平淡对强烈、未
完成感对完整、朴素对新奇、过去对现在、边缘对中心的方式。绘画的创新不完全是巧
妙的观念和设计，以及想象力和材质，而是在于绘画语言本身。
  这个主题的选择是1999年开始的，只是感觉还是没有完全表达出来。随着时间和阅历的变化，这种表
达的愿望反而更加强烈，而这次毕业创作有了一个时间去准备。
  虽然多次去过交河和高昌，但为了更好地画好这种感受，我还是选择了2012年1月1号去了交河收集资
料。之所以选这个时间，是因为景点几乎没有人，交河在戈壁寒风中显得更为宁静动人，纯粹而神秘
。一直以来的愿望实现了，没有人打扰，可以安静的沉浸在里面，体会到片刻的心静，时间似乎在这
里慢了下来。这就是我要表达的。
  最初阶段没有遇到问题，在第一周内大的整体效果一气呵成。第二周面临深入，如何将每一遍过程
保留，如何将激情、情绪和深入调和好，如何将具象和抽象平衡好。丙烯颜料的干湿变化很大，而我
选择的色彩明度变化是很小的范围；同时画室空间有限，不能同时摆开去画，只能两幅作比较的画，
所以每个阶段都拍下来在电脑上调整。而最大的问题是，每天面对画面，能够深入时是快乐的开心的
；但很多时间是在反复或处在没有进展的状态，这样会让人变得麻木。尤其是在中后期阶段，为了调
整到最佳状态，有时会有一两天不去画室，按时睡午觉，运动。在我进展慢的时候，导师贾涤非还不
断鼓励并调节我的情绪。他举例说要像和你的画面恋爱一样，要按时约会、打电话、吃饭，要有激情
，和画面保持新鲜感，增加遍数；画面要有死去活来的情绪和过程，纠结和痛苦是正常的；画面要轻
松、自然，由简化到复杂再回到简化⋯⋯

2、《中央美术学院2012毕业生作品收藏集》的笔记-第12页

        我的毕业创作的主题是窗。题目是苦闷与快乐。创作的原始冲动源于英国作家沃尔
夫的读书笔记的一段描写：一天他坐在咖啡馆里，正看着窗外灯火辉煌的街道，突
然下起瓢泼大雨，他目睹了一滴雨珠从无到有再到消亡，在窗户玻璃上划过的全过程。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秒钟，他却能清楚的看到那颗水珠里倒映着窗外的辉煌，这一情景令
她非常感动，使她悟到了人生短促。在她的另一段描述中也使我深切感到内心悲伤和孤
独的人会更加热爱生活追求自由。我作为一个内心向往真和美但阅历太浅的画者，最最
需要的是什么，是撕开挡在我眼前的一切屏障（知识的、习惯的等），以使我看清事
物的真相，内心的真相。窗成了我观察事物的起始点，是我内心与外界一切事物交流
的场所。
我因此选择窗作为我的创作主题。我选择了麻绳、纱布配合宣纸作为我的材料语言。麻
绳是束缚捆绑的代名词，与纱布的网状结构、格式四点连接，极具伸缩的特性互补。纱
布柔软而疏松反而最具坚韧性，又与宣纸的灵脆互补，它们都具有似漏非漏、朦朦胧胧
的魅力。它们的共同点是包裹、半遮蔽。这三种材料的共性、个性和互补性，对于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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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窗这个主题表达我内心珍惜生命中的点点滴滴，收藏生命中的时时刻刻能起到更好
的作用。
我的创作目的是通过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搭配找到我精神表达的语言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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