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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流不息》

内容概要

《川流不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学、创作文献集1977-2010》内容简介：我们都清楚，从20世纪70年
代末伊始，川美油画系就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在回过头来梳理这段历史，
我们发现其价值不仅在于艺术创作上的突破与创新，也与川美油画教学引领风气之先密不可分。易英
先生曾撰文写过：“四川画派的出现在1980年前后并不是普遍的现象，他们是领先于全国的，正是在
他们的作用下，中国当代美术才发生深刻变化，结束了后‘文革’时期。”实际上乃至90年代，川美
油画以表现特定环境和条件下的人的生存状况与生命经验，再次创新了艺术语言与视觉表达的方式，
引发广泛关注。进入新世纪后，这个群体仍然充满活力，不仅曾活跃于80、90年代的艺术家在推陈出
新，更新一代的艺术家也崭露头角。可以说，川美油画群体仍然是中国当代绘画最重要的一支。而支
撑这些艺术成就的，则不能忽略川美油画其包容个性、尊重创新，一路锐意前行的油画教学体系以及
它努力所营造的活跃、自由的学术气氛。今天本土文化形态的迅速转型，让我们置身于一一个陌生、
丰富、高速、变化的环境里。狭义的美术概念也正在向多元、多层次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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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流不息》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总论第二章 访谈岁月的铭记：回顾四川美院油画七七级的教学艺术应该走自己的路川美有重
视创作的传统我们尊重学生的个人想法我希望川美越办越好切不要以自己的成功来设定标准画画是一
辈子的事情川美学生的创作从来就有新动向我们起到得的是承上启下作用每个学院都需要创作别样化
生存第三章 文集第四章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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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流不息》

章节摘录

　　近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逐渐发生潜移默化的巨大转变。显然，
社会变革与艺术运动之间互为影响的内在关联，不仅左右着中国当代艺术进程，也催生了中国当代艺
术语意含混的现实图景。特别是近年来，变化迅捷的中国当代艺术始终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交
替出现的多元形式与复杂观念使得绘画艺术创作的有效空间不断被压缩。　　而地处西南一隅的四川
美术学院油画系的艺术家们却以群体的力量潜心执着于当代绘画艺术的教学与研创。回顾中国当代艺
术3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都清楚：四川美院在众多当代艺术思潮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在当代艺术的
地图上也占据着显著的位置，培养了诸多对中国当代艺术有着重要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艺术家。　　自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伊始，四川美院的当代绘画就显现出了不同于主流艺术和商业艺术的独特气质。以
川美77、78级为代表的大批以反思“文革”，关注人本为主要倾向的“伤痕”和“乡土”绘画不仅引
发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风潮，也使得四川当代绘画开始以群体的方式在中国美术界享有盛名。　　
而后出现了81、82级的深入探寻绘画语言形式的多样化，强调个人体验、表现自我的绘画风格，开辟
了川美油画向多元的现代风格发展的新方向。再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渐走向成熟川美“新生代”
，他们以关注都市生活、注重绘画观念的阐发，侧重内心呈现与自我反思的新面貌不断在国际舞台上
的频繁亮相。直至21世纪以来成长起来的70、B0后的年轻艺术家，敏感于中国当代艺术所遭遇的图像
化的现实，将当代艺术内在的文化取向与现实的“图像时代”的有机结合，创作了大众文化时代新的
视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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