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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国家线出来了，艺术类分数线排

行第二，看站在什么角度看待这个现象。

对于招生方，分数线高、生源优质当然是好

事，但这个优质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为了

守住法定考试的公平底线，牺牲很多艺术

规律的考试高分，还是符合艺术规律的选

拔？站在考生和社会的角度，增加了难度，

竞争更加激烈，对艺术生的要求提高了。

艺术生就业难、市场小众又是客观存在的

话题。在这些客观前提下，马上涉及教育

为了什么？艺术教育又为了什么样的问

题？当今艺术生怎样走上艺考道路的？他

们真的喜欢艺术吗？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

大学，我们怎样把他们带向以就业为目的

的现实要求或舆论导向，家长又是怎么想

的？我们社会的分层健全吗？

现在大多家长接受的教育比以前好，

也比以前更为理性，大多不会再把自己实

现不了的梦想强加在孩子身上。面对孩子

的要求和期待，第一、肯定是健健康康、开开

心心成长；第二、有爱好，能自食其力。有爱

好与健康开心有关，自食其力与就业生存

有关；第三、才是享受业界的成就感，譬如艺

术生指向的艺术家、设计师等。健康、开心

与遗传、性格养成有关，而性格养成关键在

两个时间段，即7岁前和16岁前后（青春期）

的递进。青春期后也就是大学阶段，在不

知不觉中，他们的性格往往已经形成了。7
岁前主要是家庭教育，7岁后的教育是家庭

与社会，而中学较单一的应试教育，直接影

响他们大学阶段的开放式学习。

这几年我在美术学院工作与教学面

对的教育问题，第一不是他们的专业问题，

而是人与人交往的能力问题，心理健康的

建设问题。一再鼓励大学本科生要谈恋

爱，学会与人交往，处理好恋爱关系是与人

交往最好的锻炼方式。其次是所谓的学

习，学习包括很多，专业学习是其中的一小

块，当没有在学习中培养起自己对专业的

爱好和追求的热情，再好的专业能力若说

放弃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往往不在旷阔的中间地带找机

会，总在两端找答案。这个两端，以前是成

功学，现在是基本就业要求。忘记人本身

与社会关系都是复杂的话题，在成功仰望

与低头看路之间，有很多细节需要我们脚

踏实地地填充，我们暂且称以往的成功学

是有理想表述的另一面，我很奇怪的是当

不像以前充满打鸡血一样的成功学口号

后，为基本生存的就业担忧又提前弥漫在

就学阶段。许多学生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

考一堆各种各样的证，每考一个证花费的

时间和精力，会少做这个阶段多少有趣的

事情，哪怕看本小说，看场电影，或与好友

聚会。眼看着许多学生着实把一所美术名

校，在就业不容易的含糊其辞中读成了一

所职业技术学院。问题在于考了一堆为就

业准备的资质证，却并没有改变就业不尽

如人意的现实。其实，在我看来，与其如

此，不如好好学习或去享受这个年龄段的

青春。

我有一个朋友，在他女儿艺考阶段认

识的。朋友以读书为志业，日常以读书推

介写作为主，稍涉近现代美术家轶事，了解

艺文界状况，影响了女儿的文学爱好，中学

就写作，还结集出版，当时让我写序，我写了

一篇《以后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来表达对年

轻人的担忧。朋友的女儿中学阶段出文集

做画展，朋友为了鼓励孩子的兴趣可以说

不遗余力。其实，这种鼓励更多有可能出

现拔苗助长的后果。因为这时的学生面对

几个问题：文化课中等一般，艺考有偶然性，

中学绘画兴趣会不会在艺考的高强度训练

时磨灭？当时朋友跟我交流女儿的打算

时，就说未来引导的道路是“纯艺”，不管什

么学校，最好一次性考上，不要把青春浪费

在考试上。我开玩笑说，纯艺不好找工作。

他说就这么一个女儿，只要有兴趣快乐，可

以养她一辈子，而绘画阅读足以丰富她的

生命。朋友的话是多么不务实的想法啊！

不过，后来朋友的女儿考入山东艺术学院

油画系，顺利地渡过了少年绘画到专业训

练的阶段，因中学养成的阅读习惯和写作

能力成为她大学飞翔的翅膀，本科在快毕

业之际，又出版了她大学阶段写的文集《隐

秘的召唤》（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1年第

一版），又在为读研究生做着阅读上的准备。

看看陈丹青那一代人，在文化相对贫

瘠的年代无目的的阅读和坎坷的人生阅

历；还有我们这代人一路走来在阅读与专

业上的甘苦自知。面对现在的同学素质、

识见、信息，各方面条件都比我们好，但许

多学生对专业就是没那么喜欢，你说问题

在什么地方？现在社会压力其实还不是艺

考分数线高、小众、就业难的问题，而是生

活成本太高，例如居高不下的房价，我们的

父母和孩子两代，为了遮风避雨砖头垒起

的空间无暇休息的压力，大家算算自己生

命最美好的阶段赚的钱，并非花在丰富生

命个体本身，而主要是为了一个稳定的家

的空间。

学习当然不是为了考试，考试是为了

有更好的学习机会。人生为了获得机会要

经过许多考试，但我还是想说，不要把青春

浪费在考试上。多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情，而阅读又可以改变你对兴趣层次的判

断，小的时候较为初级的兴趣，到了大学往

往因为对经典的阅读而改变。

不要把青春浪费在考试上
■王犁（中国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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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从就业的趋势看，对

艺术方向绘画专业毕业生的要求越来越

高，就业也越来越难，高不成与低不就的择

业困局如首鼠两端，让还未毕业甚至正准

备考学的学生惶恐不已，摆在众人面前的

就业、择业与专业的关系，实际如同石头、

剪子、布的博弈。

就业是所有毕业生的头等大事。如

果说学校的成绩被当做人生的起跑线，就

业便是遥望人生终点的角度，正确的角度

以最小的视差，最短的距离和最明白无误

的方向给人以信心和力量，反之，毕业无异

失业，专业等同无业，耽误的又何止是生命

不再的精力与时间，还有人生珍贵的理想

与信念。

因而，在遥望之前，务必明白石头、剪

子、布的选择在人，结果在事，博弈体现的

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被事所摆布的

被动。

当就业是石头的时候，择业是布，专业

是剪子，强调布的有容乃大，肯定剪子的无

欲则刚。当就业是布的时候，择业便是石

头，专业则是剪子，先争取社会的接纳，再

实现专业的突破。当就业是剪子的时候，

择业就是布，专业则是石头，只有敢于面对

社会的剪裁，才有展现石头顽劲的机缘与

价值。

就业在这种博弈中之所以始终占有

先机，是因为它是绝大多数学生必须的选

择，无论是面对市场还是进入体制，抑或

自主创业单打独斗，融入社会与占有社会

份额都是人类共同生存的理性之路、必然

之举，至于人的择业与专业则有更多偶然

的因素，甚至还有情感的因素，对必然与

偶然的判断，同时也包含了对理性与感性

的判断。

就业同时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需求，

而择业与专业则反映迟滞，临阵不磨枪，何

谈快与光。社会的真实需求无论在时间还

是空间上都处于变态而非固态，人生长恨

水长东，水是流动的，社会是变化的，以不

变应万变的要义是必须了解万变，而了解

就得就业。

目前之所以在出了学校的大门，却要

面对如何进入社会大门的困境，实际是社

会自身正处于变局之中，院校专业的设置

与社会需求的自选之间的不同步，学校共

性的产出与社会个性的吸纳不同步，美术

的公共目的与美术个性追求的不同步，择

业的客观要求和专业的主观价值的不同步

等等，不同步是社会发展到此一阶段的必

然现象与问题，本质是因为在发展，只有停

滞不前的社会，才不是创造问题而是累积

问题，尽量争取同步的努力，常常要从每个

人的立场和角度去考虑，而不是等待与抱

怨。国家对艺术专业院校的文化课综合素

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正是通过共性的统一

来试图同步择业与专业的特殊，审美早已

不是个人的喜好而更是社会的需求，所以

在石头、剪子、布的博弈中，人的自我设计

非常重要，角色判断非常重要，主动求变非

常重要。孟老夫子曾曰，虽有智慧，不如乘

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动以乘势，静以

待时，非常重要。

安兵武 云山清影 70×70cm 水墨纸本

石头、剪子、布的博弈
■代大权（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