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周晋的博士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周晋的博士之路>>

13位ISBN编号：9787806734162

10位ISBN编号：7806734163

出版时间：2004-1

出版时间：花山文艺出版社

作者：宫六朝 编

页数：4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周晋的博士之>>

内容概要

周晋同学的艺术敏感、勤奋与才情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已有不俗的表现；受到导师的重视、同行们的关
注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进入博士生行列受领中国画人物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方向课题始于其中国画人物肖像和中国画重
彩人物课题研究的深入延展。
此前已具有较为清晰的理论思考框架基础和一定的创作实践积累，寄望于他在今后的研究中能有一番
作为，也顺便零碎言语几句。
    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确信与坚定、执守既是进行课题研究的动力，也是驾驭理性思考赋于创作实践理
论激情的基本治学态度。
    周晋的作品具有“流水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持一种坦然、从容不迫的心态；以参禅用语“平常
心”专注与贯穿于研究过程，抒发出切合艺术本质的真挚情感。
“闲庭信步”终至“胸有成竹”总比急功近利诱引出刻意做作要来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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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晋，1970年出生于浙江乐清，1989年毕业于浙江美院附中，1993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1997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师从刘国辉教授，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3
年考取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创作与理论博士生，师从刘健教授。
现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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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985年，因考上了浙江美院附中，哦不必去上在家乡高中所选的理科班了。
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非常普遍。
我的父亲是美术工作者，为备考附中，我还是在中学兴趣小组倪德久老师的辅导下准备应试的。
美术基础的指导不外素描要求形准、刻画深入而不腻，色彩讲究色调色相对比调和，倪老师亲和的口
吻和适时的鼓励，比起父亲的严厉让我更乐于接受。
    从小县城来到省城就学，我开始了几乎天天与画画有关的日子。
户籍“农转非”了，粮票也有定量的供应了。
置身于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及西湖边的校园，犹有美梦成真的感觉。
离开家长管束住校生活，渴望独立的急切和对生活的没把握的感觉同时到来，少年的我有点窃喜有点
担心，学着长大，揣着许多梦想。
记得，附中的学生宿舍是一幢两层的砖木楼房，地板地，踏上去能听到清楚的脚步声和地板间的挤压
声。
住在有走廊的二楼，俯身看地上的人与物，不近不远，楼下水龙头边洗衣洗碗碟的女生常常会遭到二
楼空投下来的纸垃圾或其他可引起恶心的东西，待其抬头张望，楼上的还来得及闪身隐蔽。
走廊对面，有几棵水杉树，树上常有袜子、破鞋、旧内裤之类，经雨淋日晒，耷拉着．呈坚硬的灰色
。
现在宿舍楼早巳拆去．记忆中那走廊和冬日微暖的阳光将留在我的脑海里。
     线，是一种虚拟视觉语言，非客观物象所固有，因此有其特有的抽象性与写意的意味线的正侧逆转
，很具表现力。
其形式趣味，可谓风光无限。
一旦线落实到写实的形象上，去适当真实地记录描绘客观物象，为表现对象服务时，线便静静地为主
体“伴奏”，这里没有张扬，只有和谐。
这是线与形的统一，是丰富的形式与具体的对象的调和。
        人物线描，以线造型，以线本身的节奏、流转、提顿和线条组合的疏密、方圆、长短、动静构成
形式美感，有明显的平面特征，这也许就是东方艺术的主要造型特征。
    线描依靠线条的前后穿插来对结构与空间进行联想。
线描中听能提示的空间，介于二度与三度空间之间。
以前与后、左与右的遮叠、补托、排列来实现。
    线描的形式感与装饰美，多由衣纹的组织来完成。
线条的张弛、疏密、疾徐、转折、漂沉的不同变化，便有“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等样式；便有
假《八十七神仙卷》的万线齐奏一曲清丽乐章的和美；便有陈老莲的奇崛造型。
看那些头部，总还是那么几根不能再少的线。
    古人所谓的“曹衣出水”，该是指用线贴身下垂，紧扣身体凸现结构的那种样式。
想像“出水”时，人的身体与衣服是多么无间，勾勒的线也可谓亦衣亦人了。
    至明代有“十八描”之说。
“十八描”是线描多样性的一种概括，运用时要灵活地选择。
它不表示已包含了所有线描技法，它的多样性告知人们技法的可创造性和可选择性，前人的成就后人
可学习继承，更可以探索、丰富和创造。
    线描练习可以从粗细均匀的高古游丝描、铁线描人手，那些提按多变的如柳叶描、兰叶描等多会使
作画者将注意力引向线的变化而忽略线条造型的职责。
    在写生中先对模特儿的精神风貌、形象特征、着装趣味有所了解和把握，处理画面时，心中便可有
用疏简的或是用繁密的线描表现形式的选择。
    线要求根根落到实处，交待清晰，不得含糊。
最令人头疼的是没有穿插关系的悬空的线，无家可归，常常是要被舍弃的。
现代服装不如长衫大袍画起来线条痛快有味，尤其是厚料子的如牛仔裤、皮茄克等，其轮廓内常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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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周边线条相互穿插的线，不画太空，画上去零碎，常常是留空待以后渲染再说。
    在写生中忌选择有强透视的角度画人物。
这些角度看去虽然可能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是这不符合中国绘画的审美习惯。
传统中国绘画的观察与构图方法是“以大观小”、散点透视。
画山水可以边走边看，胜景尽收眼底而入画中，山前山后，同样一览无遗，视野自由且能动。
画人物，也可以将看山水的横向的游目改为自上而下的“边走边看”，且将人物当做侧立的山水。
有人说东方的传统画家重“所知”，西方的传统画家重“所见”。
“搜尽奇峰打草稿”，对素材的消化当是“所见”后的“所知”了。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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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我国高等美术教育从建国初的“八大美术学院”招收本科生开始，经过五十余年的改革创
新，美术专业和美术设计专业在各大美术院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全国务类院校也纷纷增设了这两类
专业。
本世纪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在招收硕士生的基础上，又开始招收绘
画专业的博士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在高等美术专业教育上所设的最高学位。
　　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术院校就招有少量的硕士生。
七八十年代，全国高校恢复招取硕士生制度后，美术硕士生成为当时美术界最为活跃的创作生力军。
这一时期培养的硕士生已成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画家和教育家。
这些人目前仍在我国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战线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1世纪初，全国性的考研热带动了国家和地方高等美术院校硕士点的创办，研究生在全国重点美
术院校的招生中均占有一定的比例。
但美术博士点不仅少，而且招生也十分严格。
像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那样的名校，2000年才首次招收博士生，以后每年的招生人数都不过三五个人而
已。
可谓不求数量，但求质量。
而且据我所知，作为博士生，仅毕业论文就要求8万至12万字不等(各校要求不同)。
这样的文字篇幅对于从事文学专业的人来说也许不难应付，但对于一个美术专业的博士生而言，无疑
是个巨大的挑战。
为此，既要博览群书，又要有自己独特研究观点。
　　这套丛书在诸多专业中仅选取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四个绘画造型专业以及环境艺术、装潢(
视觉传达)，工艺美术(纤维艺术)三个美术设计专业的研究生作品出版。
这些研究生有的还在高校就读，有的即将毕业，有的己完成学业成为大学教师。
他们的作品中，既有本科阶段的基础绘画习作，也有研究生阶段的作品及研究论文。
据此，读者可以全方位地领略不同艺术个性的绘画作品和不同方向的研究成果。
　　书中所选的博士生和硕士生都是中国当代重点美术院校众多学子中的佼佼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其中，丘挺可谓是中国当代最年轻最具才华的博士生，其理论修养和绘画造诣均卓尔不凡。
周晋现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创作与理论博士生，同时也是中国美术学院的讲师。
陈瑾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读纤维艺术专业研究生时所创作的作品，曾多次在国际大赛中获奖，现己留
校工作。
林笑初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攻读本科时就已展露锋芒，2000年11月还曾受文化部委派，参加在文
莱举办的“APEC青年艺术家邀请展”，其间受到了江泽民、克林顿、董建华等人的接见。
刘明才与林笑初是同窗，二人均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一画室攻读硕士学位，他是一个有思想、肯用
功的青年才俊，前途不可限量。
韩风是一个从小到大都在成功光环笼罩下的幸运儿，执著、勤奋、才气与毅力是他的制胜法宝。
韩璐专攻花鸟写生，其作品意境高远，情韵生动，具有一种天然之美。
陈涛是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2003年7月调到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执教。
他的雕塑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大型美展，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青年雕塑家。
张烨现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他不仅在版画专业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而对素描艺术领域的研
究也颇有建树。
关国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装潢系研究生，现毕业分配到北京理工大学执教。
她在就读研究生期间就著书立说，真可谓艺术学子中的才女。
　　然而，任何人在成功之前都是非常寂寞的，缺少鼓励，没有喝彩，也难得关注的目光：从事绘画
专业的学子们也是如此。
大众传媒往往将目光的焦点聚集在那些已功成名就的画家身上，而默默无闻的学子们却驻守在被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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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的角落里。
可是谁又敢说，他们当中就没有未来的大师呢?我编《美术学院研究生档案库》系列丛书，是因为我感
到中国当代美术院校中最艰苦却最活跃，且能潜心研习绘画艺术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才是真正的“一代
天骄”。
他们具备足够的艺术潜质和横溢的艺术才华。
成功对手他们来说，仅仅是时间和机遇的问题。
为这些寂寞的人鼓气呐喊，盼望他们早日收获成功是我们这些美术教育者的心愿。
同时，书中的画作、理论及求学经历也为那些正在学业上孜孜以求的本专科学子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
　　目前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引发了考研热，然而考研之路并不平坦，尤其是美术专业的考生，将会再
次面临专业考试和文化课考试的双重压力，这都需要用时费心，往往很难两全。
而像中央美院这样的重点院校要求专业和文化俱佳，最后的成功只属于那些实力很强的精英。
在这里，我想提醒读者们，书中所展示的仅仅是这些研究生们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并不是他们真正实
力的全部。
一个优秀研究生的艺术水准包含着绘画技巧、文化艺术修养以及奋斗多年所积淀的艺术经验，这些“
无形资产”才是最宝贵的。
生有涯而知无涯，这就是我想告诉青年学子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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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周晋的博士之路》是中国高等美术学院研究生档案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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