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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美展深度观察⑥

全国美展实际上已经演变为全国青

年美展，这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出现这样的变化，固然有其中的种种原

因，但一切都可以理解。因为在全国美

展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近20年来的发

展和演变中，已经逐渐展现出一种约定

俗成的风格、样式、面貌以及创作方法

等，包括组织和展览的形式。有了约定

俗成就有了习以为常。作为5年一届的

全国美展，本来应该是 5年内全国老中

青所有美术家创作的优秀作品，这些优

秀作品以专门为全国美展而创作的为

主，那是无可非议，但也不能排斥5年中

产生的优秀作品，包括很多老画家、知名

画家在 5年内创作的一些重要作品，这

些重要作品包括在国家重大创作工程中

以及各省区重点创作工程中出现的作

品，还有各种专题如“丝绸之路”“一带一

路”等展览中出现的优秀作品——这才

是全国美展应有的整体面貌。

从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的展览（第

一届全国美展）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入

选者也是年轻的画家，他们曾经是这一

届展览中的画报、窗花、剪纸、洋片、漫

画、木刻年画以及其他一些新兴画种的

作者，而这些画种都和战争时期的艺术

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个时候的“未

名”，可以理解的是因为一些有名的画

家没有从事这一方面的创作（工作）。

可是，今天的所有画种都是老中青三代

的艺术家同在一个舞台上。当然，今天

的全国美展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有很

多方面的不同。今天的状况实际上是

一个历史累积的结果，并不是因为第十

四届全国美展才出现这样的问题，而这

种日积月累的历史积淀，未来可能会越

来越严重，问题也会越来越明显。

对于青年美术家来说，参加全国美

展的意义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前辈和

老师给他们做出了表率，前辈和老师也

是这么过来的，只不过他们的前辈或老

师没有经过为了全国美展获得过悉心

指导，也没有参加过专门培训。而一画

定终身则好像是一种规律，许多美术家

在年轻的时候都是通过全国美展而实

现了“鲤鱼跳龙门”。因为参加了全国

美展，因为获奖，对专业的发展等很多

方面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和帮助。这也

可以说是另外一种表现的利益驱动。

可以看到的是，当代美术界的各个单

位，不管是院校、画院或者美协等，相当

一部分的领导者也都是因为全国美展

而奠定了早期的声名以及影响到后来

的名声。面对着一届又一届入选的青

年美术家，或者称为“未名”美术家，他

们从未名到有名，也就是因为一次全国

美展而奠定了基础，成为华丽转身的一

个重要节点。而与之相应的已经功成

名就的画家对全国美展没有兴趣，这只

是现象或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

他们与青年画家同台竞技，同样拼搏在

一座独立桥上，如果不能入选的话，可

以说是一次比较大的打击，显然，识时

务者为俊杰，那就不会有第二次，其心

理状况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不如放

弃这一平台。退一万步，这些中老年美

术家即使入选了而不能获奖，实际上也

不能增加多少荣光，因为，他们基本上

都已经是教授和一级美术师，也都有了

一定的社会地位，却已无上升空间。面

对入选的附加值的降低，倒不如不承担

任何风险，将这一舞台拱手相让给青年

美术家。

全国美展的实际状况和最终结果

是由评委来决定的。既然是评选，都有

因人而异的误差，而这样的误差也是客

观的存在。评委的产生，一般来说都是

各个专业领域中的领头人，包括各主要

美术单位的领导。作为评委成员中的

美协各艺委会的主任，其原则上规定过

了60岁就不能连任，在前不久中国美协

14个专业艺术委员会集体换届中，上位

的年龄则截止到 1963年。这些主任们

在全国美展的评委中就有一席之地，是

由专委会的性质决定的，所对应的是各

画种和展区，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而这

样一种评委的构成，实际就造成了全国

美展中的孙子评爷爷、儿子评父亲、学

生评老师的状况，那功成名就的老美术

家脸面如何放？不能入选的实际状况

所带来声誉的影响更是可以理解的。

“让贤”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长江后

浪推前浪，国人常讲“礼贤下士”，可是，

“礼贤下士”的出处后面还有一句“圣人

垂训”。现在“礼贤下士”在全国美展中

有了平台以及具体操作的办法，然而，

“圣人垂训”却被忽略了。如果全国美

展在制度设计上能够完整的呈现“礼贤

下士，圣人垂训”，则是有益而无害，那

全国美展的公信力也会大大加强。

全国美展有各地美协的协助和支

持，各地青年美术家的积极参与。他们

积极地备战全国美展又催生了各种针

对全国美展的国展班、培训班、研究班

等，他们的研究从题材到形式、内容、画

法，都是针对这几年流行的风尚，针对

上一届全国美展获奖作品的方方面面，

锚定的是入选的一种可能性。显然，青

年的好学表现出了青年美术家的特性，

他们能够为了入选而很快地融入到从

众的行列，这就是一种可塑性，而这一

特性正是全国美展所需要的。加上，他

们比那些著名的老画家更善于利用影

像资料，更能够熟练地运用数字技术，

玩转 Photoshop 的挪用和拼接，虽然其

结果是人物造型僵硬了一点，可是以其

精雕细琢的弥补，也能够获得评委的青

睐。但他们却遗忘了艺术的本真，也没

有针对个性和特色，往往成为昙花一

现。而全国美展上出现了很多历史上

曾经有过的题材，今天的青年画家重新

画一幅，而评委中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知

道这一题材历史上曾经有过。比如高

铁穿越深山，从第十三届到第十四届都

表现了，还有在户外公共空间画壁画，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第十四届，所反映

的现实与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表现时代

的变化。作为一种基本的判断，不可能

只看当下全国美展中的这件作品，就画

论画，还要调动知识的储备，联想到曾

经有过的那些作品，以防止成为今不如

昔的直接证据。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历年来的全

国美展中，每一次全国美展中都会出现

一些新人，包括美院的应届毕业生，从50
年代后期、60年代开始就陆续的出现，甚

至出现了 70年代中全国美展上青年画

家给老画家改画的问题。这种因为时代

的局限所造成的状况与当下的实际情形

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今天的全国美展如

果基于艺术的考量，如何让它能够代表5
年来中国美术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不是

一种主流的风格和样式，同时要兼顾到

艺术发展中的各个方面，这有一定的难

度。当然，认识全国美展的问题，需要客

观地来看待它。需要重视，但也不能过

分地重视，因为过分了就不可避免地会

带来客观存在的合理性的问题。面对功

成名就的老美术家的集体缺席（或许有

几位参加，那也淹没在整体的海洋之

中），面对全国美展实际变成了全国青年

美展，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毕竟这些功成名就的老艺术家在某一方

面已经表现出了突出的成就，而他们的

作品也反映出了当下创作的较高水平。

以中国画来说，很多的老画家到了70岁

以后，不管是山水花鸟、人物，很多方面

都可能表现出一种成熟的风格，而不是

全国美展所需求的那种流行的样式。可

是，他们这样一种经过几十年积淀的绘

画风格和成就，怎么能简单地排斥在全

国美展之外。如果第十四届全国展入选

黄永玉先生2021年创作的《李时珍先生

随想》，相信不仅能够改善全国美展参展

画家的结构，也能够为第十四届全国美

展增添光彩。

莫让全国美展变成全国青年美展
■陈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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