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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开始绘画？为什么坚持绘画？在这堂特

别的“开学第一课”，20位青年艺术家讲述了自己的理

由。9月1日是全国大中小学校开学日，中国美术学院

在这一天邀请过去十多年来从这里毕业的 20 位青年

艺 术 家 ，回 来 为 校 长 和 老 师 们 上 课 ，以“IN⁃
TER-YOUTH·开始绘画的理由/坚持绘画的理由”

为主题，分享他们的绘画道路，把离开美院这些年对

绘画的探索和体认回馈给学校。

受邀青年艺术家丰风、税源、王一、李泽昊、杨成

桦、龚辰宇、杨罡（三角洲小组）、刘唯艰、温辰旻、季

鑫、周轶伦、曹源、龚旭、汪琦琦、冉凯、王源远、刘承

龙、张艺琳、李舜、葛彦等，来自绘画艺术学院以及中

国画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动画与游戏学院等各学

院，如今仍然以绘画作为各种媒介的基础、基本方式

和底层逻辑进行创作。

他们以丰富的创作与研究为案例，分享心路历

程，展示各自对于绘画课题的思索与实践。既有对真

实生活和情绪的捕捉，也有对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

继承创新，对历史、当代与未来的探索，与各种媒介和

技术结合的尝试。每个人都讲述了他们开始绘画、坚

持绘画的理由。

这堂课是“绘画的理由——2023Inter-Youth国际

青年绘画展项目”活动之一，青年艺术家们分享的同

时，各推荐了一位非国美系的青年艺术家参加11月的

“2023Inter-Youth国际青年绘画展”。

Inter-Youth 是中国美术学院的一个重要实验平

台，自2015年开始持续关注国内外优秀青年艺术家，成

为艺术深度交流和展示的国际平台，体现出中国美术学

院的艺术教育一直保持开放性、包容性和融合性的先锋

姿态。2023 年 Inter-Youth 的展览主题为“绘画的理

由”，意在推动中国美术学院的青年艺术家，在当代艺术

的潮流中，勇于创新，展现特立独行的绘画实验性。

Inter-Youth总顾问、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许江在总结时表示，感动于这些年轻艺术家们的表

现，非常沉着地表达自己，有几点让他印象深刻。第

一，感动于大家对艺术的爱。第二，大家走的这条路都

有一种转变的契机，这个契机都把握得很好。第三，大

家的绘画有一种插图化的深刻倾向。“所谓插图，就是

你所经历的东西不是你亲历的，你所画的不是你亲历；

但是你亲在，画出来你在里面。大家都公开宣称反对

文学化，但是却依然无法摆脱文字叙述这样一个母体，

所以插图化就成为你们意义倾向的欲拒还迎的产物。

这个现象我们可以思考，并不是要丢掉它。”

Inter-Youth总策划、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表

示：“绘画是个人在画布上面对世界的表态，是我们跟

世界打交道、发表议论的方式，更是收纳世界经验、探

寻生命意义的一条道路。所以艺术的深度就是生活

的深度。你的心境多大，艺术的天地就有多大。其实

艺术没有对错之分，好坏之分也是可以争辩的，重要

的是真假之分，这里的真是真实，而不只是真诚，真实

是一种能力，需要不断地自我批判、返身以诚。”

油画系多维表现工作室创始人、Inter-Youth发起

人井士剑表示：“绘画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从未如此

繁荣，也从未如此喧嚣。今天的反转课堂呈现了艺术

教育的一个历史节点。中国美院从林风眠开始的‘现

代性精神’，一直延续到许江院长提出的‘体象三度’：

绘画表现的强度、绘画本体的纯度、绘画思考的深度，

再到高世名院长提出的关于‘绘画的理由’：绘画作为

界面、绘画作为基地、绘画作为行动，呈现出绘画和社

会、学院之间的教育关系。”

◎丰风（2012 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动画〈插画

与漫画〉专业；2014 年硕士毕业于美国马里兰艺术学

院插画系〈MICA〉）

离开学校以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刚离开校园

时大多为了生存而创作，而离校十年后更多地是为

了创作而生存。我的绘画工作量是很大的，枯竭的

感觉在毕业后一段时间更加频密地袭来。接工作需

要少而精的同时，寻找能够在命题创作中继续下去

的串联点很关键，它甚至可以给赋予我继续创作下

去的动力。

相当于把工作和创作渐渐融合，把自己的喜好、

声音，完全杂糅到工作之中，尽量去享受每次创作的

机会。能和画画和平共处，继续下去就是我最大的

心愿。

◎龚辰宇（2012 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

2015 年硕士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

我认为当代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表达和探

索个人经验和思想的媒介。它提供了一个平台，将艺

术家自己的视角、理念以及对世界的看法传达给观

众。在这个过程中，当代艺术能够破除和重建信息教

条，也就是从传统的、固定的观点中解放出来，为观众

呈现更加多元和开放的认知世界。

◎张艺琳（2020 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

第四工作室；2023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英国皇家艺

术学院）

2019 年，我将绘画视作一种艺术疗愈方法、一个

事件、一次行动，我希望结合行为艺术中的偶发性去

显现绘画的本质，这个时期，“绘画”对我而言更多是

一个动词。之后，经历了在国外求学两年并且尝试过

不同的媒介后，回到这种直觉的、非理性的形式让我

重新去思考：当代艺术的课程中几乎我们所有的学习

文本都是研究性的，比如从哲学的、社会学的甚至是

经济学的文本中寻找问题并进行批判。

绘画这种本能的无法被语言解构的媒介让我相

信是最具备艺术本身的力量的，也可以帮助我去抵御

当代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冲击。我希望可以通过工

作坊、教学等形式更多地去思考绘画作为一种形式，

怎样与更广泛的领域发生交叉。

◎冉凯（2016 年硕士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

工作室）

新阶段的作品当中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及可能性

又成为下一个阶段作品生成的理由，进而由图像转为

对绘画本体的思考，由对外在世界的关注转而关注个

体经验的独特体验。我也把绘画比作我最新个展的

名称“永无岛”，是一个显而易见却又难以企及的“终

点”，其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情景也始终不断拉扯，

“坚持绘画”是试图切近它最好的方式。

◎温辰旻（2019 年获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硕士

学位；2020年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博士候选

人；文创设计智造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De⁃
sign-AI Lab〉博士后研究员）

创作者与人工智能协同工作，使得人工智能成

为一个对于艺术整体的他者凝视，不仅是面向于艺

术，可能也面向于各行各业。我们并不是工具，但当

类似工具式的技能已经可以被替代时，真正拷问我

们的是，我们的价值到底在哪里？讨论人工智能对

于我们创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是一种新的可

能性或是感知方式，但一定是超越了 AIGC 简单的图

形生成的认知，而面向人类整体视觉经验的新美学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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