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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在线

论当代艺术语境中油画创作教学的多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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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维加 

  首先在我看来，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我们无法再把油画教学的问题看做是一种自足的

专业教学问题，不应忽略当代艺术的实践与思潮的多元化和全方位的发展。对于学院油

画教育提出更复杂也更有挑战性的要求。我曾对刚进油画系的学生说过。不要再以古典

的眼光看待“油画系”这个名称了，在当代西方的艺术院校中。已经没有像我们这样的

油画专业、油画系和油画学科了，纯正的油画恐怕更多只能在博物馆、在历史的长廊中

观看。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原来以媒材和技法来划分的造型艺术门类已经失去它们的

封闭、自足的可能性。这种在艺术的基础概念上出现的去魅化与非中心化具有很强的冲

击力，今天的学生已经完全无法像我们20多年前进美院油画系那样专一地坐在油画布

前。各种媒材、物质现实品，挖空心思的手法等早已登堂入室。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你是否承认当代艺术对学院教学的冲击的合法性，而是如何

帮助学生在当代艺术语境中建立起新的平衡关系：在传统油画艺术的知性学习与体验当

代艺术创作的开放精神与实验立场之间，在专业指标与多元视角之间，都迫切地需要教

师与学生共同探讨这种平衡关系。所谓多元视角的含义本来是指观察事物、思考世界中

的角度多元化、反对以单一的、同质的角度面对丰富的世界。在本文中，是指在当代艺

术中以异质的角度面对丰富的世界、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提倡从多元的、异质的、变化

的丰富角度来指导和评价油画创作及教学。 

    以一幅在网络上看到的作品为例。《战争总统》(War President．出自American 

Leftist)，是一幅典型的高科技图像，以在伊拉克战争中死去的美军士兵头像组成布什

总统的头像．每一幅~A-头像的技术指标分为三种规格，最大的为4 4Mb．而每幅头像都

具备了高清晰度。从传统油画教学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另类图像，难以成

为专业教学的诉求对象。实际上，这幅图像恰好在科技性与社会政治性这两个当代社会

的最重要维度上体现了当代艺术的前沿性质，对油画创作教学不无重要的启发。当代艺

术创作对于原创性的要求首先体现在立场意识和问题意识中，我们的学生要通过学习进

入而到当代艺术的语境中求发展的话，立场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培养至关重要。这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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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构成的关系凸显了当代社会中生命(士兵)与政治(总统)的残酷联系。并且以高科技的

存在方式揭示了生命与政治在当代科技体制下的存在方式，当代性的立场与问题意识喷

涌而出，难怪在西方的网络上曾成为讨论的热点。 

    科技与政治贯穿在立场与问题之中，这种视觉图像的当代性质显然是当下我们的学

院油画创作教学所缺乏的。这幅图像的制作媒材和技术手段可能会使学生无法使之与油

画技术联系起来，但我认为这幅作品在图像的视觉审美特性上仍然具有与油画肖像相通

的地方，正可以说明多元视角在油画创作教学中的可能价值。有些教师可能会对这种状

况感到难以适应，实际上是囿于对传统油画的表现媒材和方式，技术本身的封闭坚持，

而失去了使绘画获得新生的机遇。我认为．我们固然可以以传统的工具媒材去表现这个

题材，但是由于失去了当代生活的高端技水的配合。当代艺术的开放性与前沿性特征将

无从体现，由作品的生成方式所带来的真正含义将灰暗无光。当代艺术实际上也可以看

做是在艺术生产领域中的最大的生产力开发者，所有这一切都针对着传统工具方式在学

院教学中的困境而发出了多元视角的召唤。《猎人》这幅作品运用了综合媒材，但仍然

强调了平面视觉的形象性，更有意思的是，创作者在环保这个极为常见的题材上把人与

动物的关系结合得极为紧密，就像作品中猎人的形体而披上了动物的皮毛。其中的多元

视角马上呈现为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关系，以及人最后把人与动物的杀戮关系转换为人

与人之间的杀戮关系，其间的立场意识和问题意识比较自然地流露了出来。在教学过程

中，启发学生的多元视角具有关键的作用，而要把多元视角的问题凸显出来，又必须启

发学生对他所感兴趣的某种观念(如这里的“环保”等)进行有效的思考。美国一位美术

教师说：“我鼓励学生们理解观念而不仅仅是运用，同时也需要将个人置入当代艺术世

界。最终，我要求学生将自己置于一种身份，即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符合世界中，一切

来自那里，那里是家之所在”。”我认为，在目前的资讯发达时代，种种观念的获得与

接受并非难事，但要在当代艺术的世界中使观念获得力量和传播，的确需有真正的理解

力，同时对当代艺术的语境有确切的体验。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真正属于学生自己的角

色和立场，才能使学生所关心的一开始很可能是很朦胧、很大路货的问题，真正成为当

代文化的真实问题，从而使学生真正体验到当代人的生存感觉。 

    从一元的主流视角(传统油画教学的完整体系)到来自各种边缘的多元视角的变化，

是一个复杂的开拓变化过程。这里既有教师本身的局限性，也有对于多元视角的边界问

题的重重顾虑。比如，超越架上油画的媒材限制，或者是超越平面绘画本身的语言限

制，这样势必导致传统油画的危机感，甚至导致学生对于“画画”的颠覆性行为。如何

把握这种变化过程，对于教师提出的要求是很高、很复杂的。比如，很多教师会陷入

“教什么”的困惑中。这也正是油画教学如何适应当今艺术在观念和形式上的多元格局

的问题，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都带有共通性。 

    从几年来我系几届毕业生的情况看，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由

于学生数量的急剧扩招，传统意义上的油画教学专业性必然开始削弱；二是由于当下的

学生所受社会文化尤其是受流行文化和商业视觉图像艺术的影响十分广泛。这两方面的

原因都必然造成了学生在学习兴趣、关注题材、运用方法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局面。 

    从普遍的情况来看，学生的兴趣之广泛、信息之丰富、体验之敏锐，都与传统教学

模式的局面大不相同。但是，技巧的专业性的降低无疑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不管

具有如何丰富的观念，表现的深入程度总是与技巧的掌握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而且实际上油画本身也一直在发展，从超现实主义、超写实主义、波普、艳俗、涂

鸦、极少、新表现主义、超前卫、抽象表现主义到弗洛伊德、费舍尔、李希特等。都是

在大方面坚守在绘画的领域中。因此，所谓的多元视觉并不意味着一味地向外开拓、一

味地抛弃传统，相反．我觉得多元视觉的本质无非是一种不断对视角进行“刷新”的过

 



程。既然是“刷新”，就包括了在传统基础上的“推陈出新”——这句老话的意义其实

很有点当代性的意味。 

    多元视角对教师的人文知识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也要求教师具有进行思维

训练的教学资源与能力。没有这种人文教育和训练的基础，学院这种教学体系的确无法

培养出当代艺术家。思维训练是多元视角教学模式的基础训练，我认为这是目前美院教

学中最为薄弱的地方之一。处于当代艺术的语境之中的一种生存体验是自由的创作维

度，但是自由也带来了误导的危机。学生往往以为天马行空就是艺术的自由、多元视角

会变成零散、游移的目光。而在媒材方面的极度的拿来主义则使前卫等于一个无奇不有

的材料实验场，什么都随便运用的结果是什么都用不好。从绘画、雕塑，到摄影装置、

新媒体，而且在每一领域中又是各种材料的尝试层出不穷，媒材革命演变为媒材万岁。

多元视角的初衷和远志——立场意识和问题意识又从另一个极端被淹没了。因此，在当

代艺术语境中的多元视角教学必须具备清醒的反思意识，任何单一的，绝对化的倾向都

是应该警惕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在当代艺术氛围的培育下，再加上多元视角的引领，学生对待创

作的态度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游戏化趋势，许多教师对此忧心忡忡。我个人认为，游戏

化的状态正是多元视角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的”游戏化”在这里没有任何贬义。荷兰

著名文化史学者约翰·赫伊津哈的研究早已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文明的重要基石就是真正

的、纯粹的游戏。在当代艺术中，许多行为、装置的游戏性一目了然．架上绘画的游戏

化特征也同样清晰可见。我们的第五工作室的学生作品中不少题材或画面形象也都充满

了游戏性，而在此之外的各类题材作品在叙事方式、美学风格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游

戏化的倾向。这种状态使某些人担忧的是其不严肃性。很多教师认为创作应该是严肃

的，或者是很严肃的，游戏就是视之为儿戏。我认为艺术创作可以是很严肃的，也可以

是很游戏的。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当代艺术语境中的油画教学是否可以具有游戏化的特

征和状态？我们如何理解教学的内涵和意义？我们如何判断游戏化倾向与多元视角的教

学方法之间存在的不相容的紧张关系？在审美上我们如何界定它的特征？甚至，我们应

该严肃地还是游戏地面对这些问题？ 

    其实，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中，多元视角必然导致异质性，而异质性的的生长状态与

游戏化状态有着紧密联系。因为只有游戏精神可以鼓励．刺激异质性从总体性的冰冷逻

辑中解放出来。多元视角与异质性可以表现为感官欲望的冲动，对于迷狂的真实体验。

对于一切发出光亮、声响、气味、位移等现象的强烈兴趣，毫无疑问，这样的异质性只

能植根于游戏精神。当代艺术中的多元视角和游戏性状态正是因此而血肉相连。 

    在美院学生的许多作品中，越来越可以看到多元的似是而非的形态转换。在这些作

品中，没有可以一锤定音的道统，没有编码，一切都是在游戏中泛滥着审美的快感。青

年学生们在多元视角的瞩照下，以绘画视觉的游戏性揭示了当代社会的游戏性，从而使

立场意识和问题意识在游戏中朗然浮现。（转载《美术向导》2005年第5期 总1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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