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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艺术表现心灵——重庆教育学院美术系教师探索之路 

徐铮铮1 叶瑞伟 

在当下，艺术多元化了，艺术的价值取向多元化了，艺术教育也多元化了。艺术本身遇到了诸如审美性的丧失、创造性的

丧失、艺术标谁的丧失等等问题，同时艺术教育也遇到思维动荡、教育转向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的高校艺术教师们，他们大

多数本身拥有艺术教育者和艺术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如何在艺术创作与艺术教育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现实而又难解的问题。重

庆教育学院美术系在发展过程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多元共生的价值取向 

传承艺术之道是艺术教育的核心问题。艺术之“道”的传承，尤其是艺术承载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的传承在价值动荡的

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受世界范围内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以及人文精神在近代失落的影响，很多学者担心，虽然艺术的形式越来

越丰富，艺术的人文精神却越来越失落。尽管艺术本身一定蕴涵着人文精神，但人文精神并非绝对的、超然的，必定体现着某

些文化价值观念。在艺术的大道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

化并行着。选择什么与放弃什么，在艺术创作中本是极度个人的行为，但学院教育选择什么样的文化，接受什么样的文化价值

观，则会产生多重效应，会直接影响艺术学校学生对艺术真谛、内涵的认知与把握，需要慎思笃行。 

在多元化的语境当中，重庆教育学院美术系的教师们相信，传承艺术之“道”，尤其是艺术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采用“润

物细无声”的隐性方式更为合适。美术系肯定形式的多样、题材的新颖，艺术创作与实践不拘一格，营造多元共存的校园文化

与氛围，让师生白由地思想、白由地感觉、自由地表达，以此通向艺术本身自足的内在精神。但这也并非完全的放任自流，教

育的重要性体现为引导，选择的前提应该是了解。 

多元化教育的另一层含义是，赋予学生自我确认的权利和能力，让其自主选择在现代生活和文化创造中的位置。通过在技

艺的传授过程中白觉、主动地注入更多的文化含量，剖析各流派背后形成的原因，读解其背后的价值取向，赋予其自我确认的

能力，寻找其坐标点，最终形成自身发展的轨迹。当然，艺术就是艺术，无论是表现何种题材、内容、形式、审美情趣，都必

须具备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与技巧。这种能力培养还必须包括相当份量的知识与技法教学。 

兼容并蓄的学科建设 

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对传统艺术观念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急速变化的艺术世界，艺术教育在专业上凸显出从单一走向多

元、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专门走向综合的鲜明时代特征。把美术学科教育纳人到作为完整文化形态的“大美术”背景中显得尤

为迫切。“大美术”要求教育开放系统，走兼容并包的道路，克服过分专门化的教育倾向，培养“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

素质”的复合型美术专业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换句话说，只有在学科建设“兼容并蓄”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人才培

养的“不拘一格”。 

回顾重庆教育学院美术系的历程，它的教学正是这种转变的典型案例。自 1993年建系以来，以师资队伍和学科专业建设为

重点，立足当前、重在长远，严格基础教学、注重学术品味，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快速发展。开设的专业有:美术教育、

视觉传达设计、装演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动画等，开设课程涉及绘画、装饰、雕塑、平面设计、环境艺术、影视动画等

门类。如今，美术系已经从封闭定向式的教师培养走向了开放的、非定向式的培养模式。美术系在多元共生、兼容并蓄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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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和“立足重庆、服务文化创意产业”的办学理念指导下，完善学科体系，调整专业结构，着力发展生命力强、发展前景广

阔的新兴专业和交叉专业，例如动画、环境艺术、服饰设计等专业方向，以此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在此过程中，重庆教育学

院美术系教师不断拓展艺术视野，对文化的研究和技法的探索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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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一格的创作风貌 

艺术教育要求教师个人“术业有专攻”，即艺术教育者要有丰富的艺术创作经验和较高的艺术造诣。重庆教育学院美术系的

教师们在教育者和艺术创作者之间不断转换着身份。他们的创作体现出时代的轮廓与内心的印记。国画《高原风》，工写结合，

追求写实与写意相融，自然之精神与画家的心境、情感合一。雕塑《梦境—天上的影子》，用概括、不稳定的形体、如时光在形

体表面上烙下的不平与起伏、土下错位的空间带出超现实之意境，诗意而又梦幻。系列丙稀作品用压抑的深灰色调，大块的单

纯的涂抹，用抽象的绘画语言表现废弃的工业时代图景，回应着工业时代对速度、力量的追求。在倡导多元的思路之下，不论

是传统文化、视觉美学还是大众文化、消费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问题，都早已进人美术系教师学术关注与创作研究的范围

之内。 

 

在艺术创作中，有人执着于传统的艺术体裁与造型，有人追寻于现代的艺术形态与精神，不拘一格是美术系欣欣向荣的创

作格局。以老一辈教师为代表的艺术创作，讲究创造形式的规范化，采用对客观形象进行主观典型化提炼为基本方法，作品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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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真实生动、造型严谨的特点。叶瑞伟教授注重作品的内涵，以沉静与宽泛的心态去体察、去发现，去追寻物之理和形之理

所呈现出的真。其笔下的山川风物，展现出“幽情”与“笔趣”，画面意蕴平和、格调典雅，可以看出画家一直试图保留着的笔

墨的传统与品质。在他的工笔画作品中，不囿于传统的定律，以“尽精微、致广大”为最高品位与精魂，工中见写、绘中有气。

画面上的形象不再是物之表像，而是物我合一后的心灵影迹，追求文化视野的再拓展和艺术思维的再升扬。曾扬华教授执着于

对景“写生”的传统，水粉作品用细腻的笔触抓住瞬息万变的气氛、色调，渲染、重叠的技法运用自如，干净、明亮的背后是

三十余年的写生积累。黄子军的水彩人物，采用现实主义画法，画面明朗、清晰，洋溢着一股清新之美。李育的国画人物则展

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面貌:一种秀润，水墨淋漓，极力发挥笔墨的表现力;一种干笔皴擦，以笔取线，着色厚重。他们身上有着

艺术家对前人技法的继承和贴近自身的运用，这种表现形式上的继承即蕴含着对白身历史、文化的价值肯定，又饱含着画家个

人的美学价值取向与独特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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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平等中青年教师的作品则通过形式的创新性、“陌生化”来彰显创作者的艺术个性，具有强烈的个性形式和表现性。在

他们身上，体现着艺术家对新兴艺术门类和风格的接受和探索，积极地深刻地尝试用当今之语言表达当今之世界以及当今之个

人。黄小平的布面丙稀创作在视觉美学的研究道路上讨论色彩、肌理的可能性，用抽象的语言表达出现代人支离破碎的视觉方

式，其作品在审美观念与技法上变革着经典绘画所创立的审美原则。彭红的雕塑在尝试将中国传统美学资源意象运用到雕塑创

作中的同时，还接续了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现实与梦境的探讨。汪凛的装置作品则走得更远，在形式上体现为对现成物

新奇而大胆的改造与利用，意义指向上显得多样、模糊而又游离。 

以文红教授为代表的艺术设计教师，在创意设计实践中十分注重作品的历史人文内涵，通过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研究和把握，

尤其是别具意味的地域文化、地方特色、民间艺术的传统文化样式和象征符号的发掘与运用，使设计告别了单一抽象理性的现

代表现模式，呈现出多元的意蕴，即现代又古老。 

创造是艺术家的使命，授业、传道是师者之职责。重庆教育学院美术系的教师们在这两条道路上并行不悖地奔行着，从技

术到艺术，承载着过去，包含着当下，培育着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