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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绘本治愈女儿与自己

在全山石艺术中心三楼环形展区展

出的绘本作品《大猩猩阿力》，是刘晶晶首

部绘本创作的象征，亦是她裸辞、带着女儿

辗转迁徙、三度赴杭求学的真实人生写

照。刘晶晶来自插画与绘本高研班，也是

二度回炉深造的老学员。

2018 年，她因不愿在前公司安于现

状，深感设计经理的职业天花板有限，加之

在业务导向型公司中，以设计改变世界的

热情难以施展，毅然结束了十年的互联网

职场生涯。

辞职后，国画为她打开了新世界。“中

国美院的进修时光里，在《韩熙载夜宴图》

前临摹时，我忽然理解了什么叫‘气韵生

动’，这和我做 UI 设计时的精确数据完全

是两种生命状态。”

命运的转折总在意想不到时到来。

2023年初，女儿确诊抽动症的消息如同晴

空霹雳，彼时正在儿童美术教育领域探索

的她，遭遇着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市面

上许多机构把艺术变成了技法竞赛，这和

我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在带着女儿遍访

名医的过程中，“人智学教育”的概念进入她

的视野，而更关键的转机发生在考察杭州

某创新学校期间——国际安徒生奖得主罗

杰·米罗的工作坊上，当她迟疑地说出“我也

有创作绘本的想法，但是⋯⋯”时，那位巴

西插画大师直视她的眼睛：“去掉‘但是’，你

的书名应该叫《我有一个想法》。”

这句话彻底激活了她蛰伏的梦想，2024
年秋，中国美院绘本高研班的录取通知书飘

然而至。在这里，她的“艺术迁徙”获得系统

支撑：国际安徒生插画家奖展览的策展经历

教会她用国际视野理解叙事逻辑，欧洲游学

时，在博洛尼亚插画展上的见闻，以及身边

青少年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的现状，更让她

坚定了“绘本疗愈”的未来创作方向。

像素屏幕困不住矿物之光

当屏幕上《逆水寒》唯美的游戏地图吸引

着千万玩家时，其幕后设计师之一的严华，却

在去年夏天按下了职业暂停键。这位拥有

17年资历、参与过《星际迷航》《暴雨》等大作

的3D美术师，将网易的高薪职位留在身后，

一头扎进中国美术学院岩彩画高研班的课

堂，只为重启心中从未熄灭的绘画之火。

南京艺术学院油画系的科班出身的她，

毕业后即被现实的引力拉入了彼时方兴未

艾的游戏行业。从初代主机游戏到现象级

网游《逆水寒》，严华用17年时间，以“3D美

术师”的身份在虚拟世界里构建视觉奇观，

其设计的唯美地图成为玩家心中的经典。

但画布与颜料的召唤，从未停止。当岩

彩画班王雄飞教授发来的一张敦煌矿物色谱

图——屏幕上，天然矿物那厚重又飘逸的肌

理，折射出的璀璨光泽，与她内心深埋的艺术

爱意瞬间共振。递交辞呈的那一刻，她完成

了从“数码像素”向“天然矿物”的决绝转身。

重返校园，每天沉浸在作画与图书馆

的宁静中，她找回了久违的纯粹。更令她

惊喜的是高研班汇聚的“跨界星群”：非遗

传承人、时装设计师、插画家、大学教授

⋯⋯这些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不约而同地

为艺术按下暂停键。

班主任王雄飞教授精心构建的“大师天

团”，则让严华的岩彩之旅深度与广度兼具。

90高龄仍笔耕不辍的日本岩彩泰斗市川保

道、天雅岩彩创始人俞旅葵、“仙气与反差萌”

并存的白云浩、创作能量爆棚的盛馨逸、从一

叶绘巨作的牛朝、画面灵动的李翰宁，以及被

同学们戏称为“合照机器”的工笔名家孙震生

⋯⋯这些德高望重的导师们倾囊相授。

这一年的蜕变，不仅发生在严华自身，

更悄然浸润了她7岁的女儿。小姑娘不仅

热衷涂鸦，更将“明度”“饱和度”“虚实”“故

事性”等专业术语挂在嘴边，认真讨论色彩

搭配，并立志成为一名画家。“看着她的小

模样，那种欣慰难以言表。”严华感慨。

从虚拟世界的“造境者”到岩彩艺术的朝

圣者，严华用行动诠释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在没骨花鸟中滋养两代生命

在没骨花鸟画室里，身怀六甲的李娜

正凝神运笔，晕染荷瓣。对她而言，这趟求

学之旅，不仅是对艺术的朝圣，更是一场滋

养两代生命的独特修行。

来自河北保定的李娜，自天津美术学院

本科毕业后，绘画便成为她生活的核心。与

先生共同创办工作室，专注于线上美术教学，

她的真诚与专业赢得了百万粉丝的信赖。“这

份信任让我感动，也让我深感责任重大。”李

娜坦言，作为教育者，她始终渴望汲取更深

厚、更地道的艺术养分，方能不负学员期待。

正是这份责任感与对艺术的敬畏，促

使李娜在去年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放下部分工作，进入中国美术学院高级研

修中心，成为没骨花鸟画高研班的一员。

更特别的是，她选择在孕育新生命的特殊

时期踏上这段旅程。“身体虽有不便，但学

习的渴望反而更强烈。我想，在宝宝成长

的同时，我也能在顶尖殿堂里沉浸学习，把

最精髓的东西吸收进来，未来转化成更好

的课程分享给大家。也让肚子里的孩子，

早早感受这份笔墨的滋养。”这份双重期

待，让她的求学之路充满了别样的意义。

从文化使者到美院学徒的笔墨新生

在墨西哥城孔子学院的展厅里，周露

曾无数次向海外观众解说《富春山居图》的

笔触奥秘；而今，在中国美院花鸟班的临摹

台上，这位65岁的白发学员正俯身研习恽

南田没骨技法，宣纸上晕开的胭脂色，终于

从记忆里的文化符号变成指尖的温度。

作为书法大家沈尹默的曾外孙女，周

露的血脉里流淌着百年艺术基因。童年记

忆中的文房四宝，在异国他乡化作文化传

播的种子——15载侨居岁月，她以墨西哥

侨领身份架设文化桥梁，她也是墨西哥华

星艺术团的副团长及艺术编导，参与策划

多场文化艺术活动。但当聚光灯暗去，这

位文化摆渡人始终怀抱遗憾：“解说历代名

作时，我更像转述者而非亲历者。”

2025年初春，周露以花甲之龄叩开中

国美院高研班大门，成为花鸟综合班的学

员。教室后排的专属画案上，老花镜旁斑

竹笔洗折射着窗外的湖光——“国美是滋

养大师的圣殿，潘天寿、吴茀之诸位先生都

曾在此传承文脉，我要补上迟到的必修

课。”面对旁人惊讶，她笑得坦然。

“老师常执我手校正执笔角度，就像教

孩童开蒙。”周露特别珍视这份“归零”体

验。课间总举着手机录制教学视频，同步

分享给海外艺术社团及海外线上平台。

这些看似非常规的学员样本，实则深

刻折射出当下美育供给体系正经历一场结

构性的变革。中国美院高研班招生数据显

示 ，今 年 课 程 报 名 人 数 增 长 率 达 到 了

233%，学员平均年龄高达 50 岁，跨界学习

者比例占总人数的30%，他们来自科技、金

融、医疗等多元行业背景。

中国美院继续教育学院、社会美育学

院院长竺照轩对此现象表示，国美所推动

的终身教育，其核心宗旨远不止于技艺传

授，而是致力于为不同人生阶段的学员提

供一种浸润于艺术之中的生活方式。它

更重要的是，通过持续的艺术实践与审美

熏陶，让学员在创作过程中获得深层的情

感滋养与有效的心灵疗愈，最终引导他们

在艺术陪伴下，不断探索并成为内心更丰

盈、生命状态更完善的自己。

淬炼成金，不止于艺！
50岁“艺术新生”在美院重写人生脚本

■本报记者 黄俊娴

6月23日，“淬炼成金”中国美术学院2025年夏季高级研修班结业作品展在全山石艺术中心开幕。本次展览由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社会美育

学院主办，全山石艺术中心承办。共展出了350余件作品，汇集国美高研结业班同学们的笔墨丹青，作品涵盖书法、山水、花鸟、人物、油画、素描、岩彩、插

画、壁画等门类。

这场平均年龄高达50岁的特殊毕业展，正见证着中国艺术教育的新范式——没有青涩的应届生，只有重启人生的退休教师、刚刚卸甲的企业高管、

裸辞的互联网设计师、搁置百万粉丝的美育博主⋯⋯在“35岁危机”席卷职场的当下，这群跨越职业与年龄边界的艺术朝圣者，正以终身学习的姿态，在水

墨丹青中重写既定的人生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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