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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立伟

尊重艺术规律
教育摒弃功利化

记者：您出生于山东济南，
山师美术学院毕业，毕业后一
直在山师任教，是我们山东自
己培养出来的艺术家。我们今
天从刚刚过去的艺考谈起，这
也算是艺术人才培养的一个起
点。有人对艺考这种人才培养
模式存在争议，质疑这种选拔
方式究竟能产生多少艺术大
师。

张望：作为人才培养，我也
一直身在其中，对目前这种选
拔方式，我个人认为还是符合
现实需求的。总的来看，这些艺
考生中，仅有一部分是真正喜
欢艺术、最终真正走上艺术家
的道路；另外一部分可能没有
那么喜欢，在学习的过程中才
能慢慢发现适合自己的道路；
另外剩下的一部分，艺考有可
能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获得学
历的“出路”而已。

现在这种选拔方式以及扩
大招生规模的做法所带来的积
极意义还是很明显的，在人才
培养方面，教育者不能太功利，
指望咱培养的人才全成为美术
大师，也要在美育的普及方面
做贡献。

记者：现在山东美术界发
展情况如何？青年画家培养中
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张望：山东一直人才济济，
山东是文化资源大省，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革命文化波澜壮
阔，现实文化丰富多彩，蕴含着
浓郁的生活气息。山东现在的
美协会员 6000 多人，是全国数
量最多的，山东的画家入全国
会员的就有1000多人。山东是
一个美术大省，山东画家基础
好，凭技术，功夫扎实，作品表
现社会，关注生活，同时也表现
出创新能力、创新意识不够强
的特点。

现在年轻的一代，正在慢
慢变好，随着交流逐渐增多，全
国各地信息比较发达，也会影
响山东的年轻人。他们试图在
尊重艺术规律，在保持齐鲁文
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进行艺术
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以
前，我们过分强调了艺术的教
育、教化功能，只把艺术当作社

会的图解，而艺术的审美作用
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缺乏对美
的认识，也是当今社会生活中
较为普遍的现象。不能小看这
个问题，它影响着整个社会是
否积极健康地发展。

艺术贵在创造创新
引领时代审美

记者：具体到美术作品的
欣赏方面，现在很多受过高等
教育的人，都鉴赏不了高雅艺
术，这是与艺术的受众有关，还
是艺术鉴赏的氛围不够有关？

张望：我们一直提倡“艺术
为人民服务”，现在“人民”的概
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怎么去为
现代的人民去服务，是现代艺
术面临的新的课题。艺术，不能
只是简单地迎合人们的一般需
求，而是引领人们欣赏高水准、
高品位的艺术作品。如果仅迎
合一般人的欣赏，艺术容易变
得世俗化。我们前几年在艺术

的追求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一
些电视为了收视率，陷入世俗
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多人
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好艺
术。比如，山东的书画市场非常
繁荣，绝大部分交易市场都在
这边，但交易过程中多数人只
是盯着谁的流行、谁的交易量
大，似乎就是谁的有价值。然
而，这些可能产生了一个假象
和误导，而一些好的作品反而
成了“曲高和寡”。

从艺术的角度，曲高和寡
的东西往往是好的艺术，但是
这样的作品人们能理解的少，
多数人一时看不出其中的价
值，面对这样的艺术市场，这就
需要媒体、艺术工作者积极地
去沟通、解释、宣传，究竟哪一
些艺术是好的艺术。

除教育功能外，艺术还应
该加强审美功能。艺术是有自
身规律的，但是没学过艺术的
人，他可能不懂这些规律，这就

需要用多种方式去沟通、宣传、
引导。艺术本身贵在创造创新，
还要引领时代审美，艺术是人们
对理想的追求，因此很多艺术是
超前的，比如梵高的作品当时为
世人所不解，事实证明，他的艺
术是极其有艺术价值的。

倡导“新现实主义”
美术创作理念

记者：您担任山东省美术
家协会主席后，对山东美术的
发展有什么新的理念或者主张
呢？

张望：首先，是要大力培养
青年人。我在山东师范大学建
立了当代水墨艺术研究中心，
一个当代中青年水墨画家的创
作研究与学术推广的平台。我
曾多次对青年画家提出“新现
实主义”的绘画理念，得到大家
的一致认可。纵观全省，就艺术
创作的质量而言不尽如人意，
反映出的问题，要么是作品的

陈陈相因的模式化概念化，要
么是停留于表面的形式，要么
是沉迷于个人情绪的无节制表
达，那些属于绘画艺术本身的
社会价值与审美意义被消解，
绘画艺术所承担的那部分文化
责任被边缘化，使得绘画艺术
的思想性与历史意义被虚无
化。

在当前文化繁荣的背景
下，如何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
动力、提升创新意识和表现时
代精神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课
题。“新现实主义绘画创作与研
究”就是提出了一个面对美术
创作的新态度、新理念。“新现
实主义”区别于以往的现实主
义，这里“新”字有四个方面的
意义。首先画家要有鲜明的现
实关怀态度，有自我的判断和
鲜明的态度，尽量避免表面的
生活图解；其次是关注社会发
展的新样态，将这个时代的镜
像和精神以一种有时代感的方
式方法表达出来；再者，画家要
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不要
亦步亦趋，要以富于独特视角
的方式审视身边的生活，从而
提炼出属于自己的个性图式；
最后，在创新语言上，新现实主
义倡导的应该是每一位画家要
以自己熟悉和掌握的绘画技术
熔炼出相对独特的方式方法，
鼓励创新绘画语言运用。

记者：您提出的“新现实主
义”创作理念，是否与您个人的
艺术发展路径有关？

张望：我个人的艺术成长，
是典型的中西结合式的，发展
风格的形成，吸收了很多其他
艺术的形式，比如中国传统、西
方传统和现代的东西，都涉猎
很多，所以形成了现在的样式。
我的绘画风格之所以有自身特
色，是因为吸收西方现代的东
西比较多。新中国成立以后，中
国绘画走的基本都是中西结合
的路子。中国传统绘画，它是农
耕文明的产物，所以在审美的
要求以及具体的表现技法上，
代表了那个时期人们对美的认
识。现在社会发展已经进入现
代文明，审美发生了相应变化，
我们的衣食住行也已经相应国
际化，对中国画来说，肯定会受
到影响。所谓现代化的过程，其
实就是中西结合的过程，我们
把西方现代先进的表现手法和
理念用于我们的创作中，古为
今用，洋为中用。

专访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张望：

要要培培养养大大师师，，也也要要普普及及美美育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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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曾说：“人，有了物质
方能生存；人，有了理想才谈
得生活。脚步不能到达的地
方，眼光可以到达；眼光不能
到达的地方，精神可以到达。”
如此看来，生命的行程中，离
不开美好精神的陪伴，它如和
煦春风，给人们以暖流。

亦如人生，如雪中观鹤，
有清净也有混杂。前者心思明
亮，不含杂尘，如弘一大师一
句“华知春满，天心地圆”，清

代名士戴醇士一句“徜徉其
间，心契无言”。后者心思复
杂，如美玉上的一道裂痕，损
害了整体的灵秀。如此，我们
怎能不拥有美好的精神呢？

美好的精神是一朵不待
风吹而自散的花。这朵花穿梭
千年追随着李白的脚步踏上
了盛唐的疆土，领略了李白拒
见天子后诗意的生活。傲立枝
头这朵花又跟着苏轼的身影，
来到了诗人败落的黄州、惠

州、儋州，纵情山水；最后，他
又漂洋过海，来到了瓦尔登
湖，与梭罗为友，与自然为生。
美好的精神正如这自散的花，
悄然而至，融入我们的心田。

美好的精神是跳跃在湖
面的一抹暖阳，类似幻影但又
真真正正地立在那里。因为有
美好的精神，所以沈从文才有
了“小学生”的美誉；因为有美
好的精神，所以居里夫人才有
了在名利面前岿然不动的坚

守；因为有美好的品质，才有
了鲁迅弃医从文，为拯救国人
麻木思想的美谈。正如臧克家
所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
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这些美好的精神，不仅仅改变
了自己，更为社会的良好风气
增添清香，沁人心脾。

美好的精神是一种心灵
的慰藉。犹太人爱书，更爱书
中的真理，即使是在奥斯维辛
集中营，他们也把读书这种美

好的精神传递下去，抵御尘世
间任何艰难险阻，给人带来无
穷的力量与信心。

正如王小波所言，“一个
人只有今生今世是远远不够
的，他还要有诗意的生活。”刘
禹锡在《陋室铭》中“谈笑有鸿
儒，往来无白丁”诗意的生活
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这种生活
的根本，在于美好的精神。

美好的精神恰似十亩春
风，定会绽放万亩花田。

2月25日，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张望当选为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近
日，记者就当下山东美术的发展、青年画家人才培养等，对张望进行了专访。

种种十十亩亩春春风风，，迎迎万万亩亩花花田田
潍坊中学 秦子涵

张望简介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山东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教授、当代水墨艺术研究中心
主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国
画院客座教授。其绘画作品多次参加国际
国内大型美展并获奖，其中《麦子》获全国
第八届美术作品展览大奖(最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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