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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等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研究与公共教育融合的尝试 
作者：张素琪   出处：www.shuhuayanjiu.com   时间：2012-03-16 16:37 

2010年岁末，由文化部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评选出的首届“全国美术馆发展扶持计划项目优秀成果名单”揭

晓，14个优秀公共推广项目、6个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入选。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中央美术学院素描60年学术研

究与展览”、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的“林风眠师生作品展”占据“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前两席。 
  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是我国影响较大的两所美术学院，以此为依托，这两所院校的美术馆无疑拥有各

自最具特色的学院展览资源。此次获奖的两个项目，更是这一特点的鲜明体现。“中央美术学院素描60年学术研

究与展览”共展出中央美术学院历年师生素描作品千余幅，浓缩了该院60年素描的教学历程，同时一并展现了美

院独特的教学沿革路径、师承关系、演变的逻辑以及所取得的阶段性成就。“林风眠师生作品展”的全部展品包括

中国美术学院创始人林风眠及其学生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苏天赐、席德进的作品150件，这些艺术家在20世
纪的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产生影响，然而他们共同的身份是中国美术学院的校友、前辈，他们的艺术追求共同体

现了这所学院的艺术精神。所以说，这两个展览，是无可复制和替代的，是学院美术集中而完美的展现。 

  事实上，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以学校培养为特点的新式美术教育模式的出现、发展及

其与传统教育方式的论争。经过百年的发展，美术学院集中聚集了最多的专业美术工作者，成为当代中国美术的重

要的策源地，无论从人才的培养、作品的创作还是观念的引导，都成为绝对的主导力量。因此，研究20世纪中国

美术史继而观照到其对21世纪中国美术的影响以及此期间美术学院的发展与演进史是极为值得关注的层面，而学

院美术馆的存在，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藏品，相应的展览也成为其成果绝佳的展示平台，无论是中央美术

学院的“素描60年展”还是中国美术学院的“林风眠师生作品展”，都是如此。 
  依托于学院强大的学术背景举办展览，固然是学院美术馆的优势，是社会普通美术馆缺乏的资源，但是很多时

候，学院的背景过于强大，或者说是学院美术馆一直以来依赖学院的惰性，也是学院美术馆的软肋。有学院内的学

者曾说到，学院美术馆很长时间以来基本就是展出教师的范画、优秀学生习作，或是哪位老师觉得需要办个展了，

就来展览一下“辅助学校教学为主”的定位当然不错，但是这也使得学院美术馆常年围绕应接不暇的师生展，例如

各校的毕业展都是各自美术馆的重要大展，更多的时候是“美术陈列馆”，美术馆应有的保存艺术品的功能、开放

教育的功能得不到体现，这制约了学院美术馆的发展，使其无法在更广阔的天地有所作为。 

  1974年6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1届会议上，对博物馆的功能做了如下的说明：“它把收

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责，以便展出，公诸于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机

会。”(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第26页)作为博物馆中专门以造型艺术为相关工作对象的美术馆，其职能为

“展览、典藏、研究及公共教育和服务功能”(参见文化部颁发《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标准(暂行)》，2009年1月是

明确的。囿于各方面的条件，学院美术馆在典藏、研究、公共教育和服务功能方面，还发展得不够。鉴于拥有资源

的独特性，学院美术馆可以在将学术研究与公共教育相结合方面，做出一些新鲜的探索，尤其是有意识地将公共教

育功能融入学术展览全程，将会取得不凡的效果。 
  首先，从展览的主办与受众的心理角度来看。如果是安排于学院美术馆内的有相当学术含量的大型展览，那么

展览通常是由学院出面、全院配合通力完成的，因为学院美术馆本身系统并不完善，比如外联、外宣、保卫、后勤

等方方面面，都需要相关部门的配合。以学院之力举办的展览，无论从财力还是人力都动用了广泛的资源，通常赋

予其相当的意义，借此也扩大学院的影响力，所以希望能够得到广泛的关注，不管是来自美术界、教育界内部的，

还是来自普通社会群众的，所谓的“专家点头、群众拍手”。对于业内的人士(如美术学院的师生)来说，宣传和鼓



动不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已经具备基础知识，能够认识到这种展览的意义和看点所在，何况看展览已经成为他们生

活的一部分。学者巫鸿根据由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在1991年出版的《美国艺术博物馆的观众》一书中所做的详细

统计材料，得出一个悖论：“一方面，所有的现代大型美术馆都强调自己的教育职能，另—方面，美术馆所‘教

育’的人大都已具有良好的教育水准”，他们“一般都学过美术史课程”(《美术史与美术馆》，载《中国美术

馆》，2007年第1期)。所以在中国，重要的宣传对象，是更为广大的没有美术史基础的普通市民观众，也就是在

进行公共教育功能的具体实践了。 

从主要的展览受众即这部分市民观众的心理角度来看，通常一所美术学院在当地都是老牌院校，而且由于专业

性质比较特殊，这类高校常常给普通群众以神秘、不可亲近之感，而学院美术馆举办展览，使得这种心理的排遣有

了一个有效的渠道，但是如果没有抓人眼球的卖点，仅仅依靠群众自发地前往美术馆参观展览，人数一定是相当有

限的。名家大师的个展和优秀学生毕业展还好一些，如果是中等名气的教授作品展，除了开幕式的一时热闹，参观

的人数用“门可罗雀”来形容也不为过。学院出面举办的大型学术展览，会动用广泛的资源进行对外宣传，相关媒

体在报道时会用一些“噱头”，现在最常见的就是鼓吹展品的价值高达多少。这样就有一个问题，群众也许会被这

样的噱头吸引进入美术馆，但是展览内容的接受程度、展览意义的理解程度，就不是媒体能够引导的了。这时候需

要美术馆充分站在观众的角度，发挥公共教育功能，引导观众看懂展览，使每个观众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观众

很希望能够读懂展览，这从分发的导览小册子供不应求可见一斑。有些优秀展览的文献展板总是吸引着大批的观众

阅读，如果这些文献内容没有付印分发，还常常会得到观众的抱怨。配备了有声导览系统的美术馆，导览器也总是

很受欢迎。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林风眠师生作品展”上，林风眠的50幅作品，被逐一配上从名家大师

点评林风眠作品的论文中摘取的相关片段，有效辅助了普通观众的欣赏过程。一位观众告诉美术馆的工作人员，非

常感谢这些点评片段，它们带领自己从完全的外行到能够粗略理解画中的精妙，有恍然大悟之感。 
  另外，从当代学院美术馆举办高档次学术展览本身采用的主要展览手段来看，它们与上述的观众这种被引导看

展览的需要，也是不谋而合的。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可以通过多种媒体迅速、准确地获得资讯和各种图像，特

别是互联网的强大功能，毫无保留地将汇聚其上的古今中外的美术杰作供人浏览、欣赏，这也催逼现实中的美术馆

的展览一定要上档次、够分量，才能高出虚拟世界的美术展览一筹，吸引更多的观众，而学院美术馆由于具有得天

独厚的学术背景和专业人员的优势，在举办此种类型的展览方面，更是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既然是学术展览，就

不会是单纯的作品堆砌和罗列，而是带有研究性质的，是一个课题的梳理和探讨过程。这个过程，除了作品本身，

还要通过详实的文献来体现。图文并茂的文献展板及相关的视频演播，现在已经成为学院美术馆学术展览的必不可

少的组成部分。这些文献展板一方面向观众展示了本展览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方面也是对观众参观实际作品的引

导和参照，是学术研究和公共教育职能双赢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素描60年展”，也是这种

学术性很强的文献展，同时吸引了大批普通观众，是非常好的典型。 
  著名的英国艺术评论家拉斯金认为，“艺术教育和道德教育是一致的，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也是一个有道德

修养的人，艺术的发展程度是该民族道德水准的反映。”(参见《拉斯金读书随笔》，拉斯金著，王青松等译，郑

克鲁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页)20世纪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蔡元培同样高度重视美育对于提高国民

素质的重要作用，而在他看来，美术馆的设立对于实现美育是除在学校开设有关美育的各种课程以外有效的途径：

“普及社会的，有公开的美术馆或博物馆，中间陈列品，或由私人捐赠，或用公款购置，都是非常珍贵的。”(参
见《美育实施的方法》《文化运动不要忘记了美育》，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高平叔编，中华书局1984年
版，虽然当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美术馆发展方兴未艾，但是距离将参观美术馆变成普通群众日常文化生活

一部分的状态，还相去甚远。学院美术馆身处俗话所称的“象牙塔”，多年来习惯服务于校内师生，开放性和主动

进行公共教育的姿态，与普通美术馆相比，具有很大不同。比如受制于学院整体管理(如空调的统一开放)，一些学

院美术馆在寒暑假内是闭馆的，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如何结合学院的长处，充分发挥学

院的专业优势，同时站在普通观众渴望走近艺术的视角，策划、组织具有一定学术水准、图文和实物作品相结合的

美术展览，是学院美术馆可以扬长避短的所在，也是走出象牙塔、尽可能发挥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功能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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