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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青年美展再出发：
助力青年艺术人才智库建设

青年报：为什么在休整6年之后

决定重启上海青年美展？

阮竣：上一届青年美展是2013
年举办的，后来刘海粟美术馆经历了
场馆的拆迁和新建，上海青年美展也
就停办了几年。这6年间，全国涌现
出了一大批针对青年人的艺术展览
和博览会，但其实上海青年美展的影
响力还在，很多现在的艺术大咖都是
从上海青年美展走出去的，比如丁
乙、蔡国强这样的著名艺术家。这是
上海的一个文化品牌，不应该中断。
所以我们决定重启这个项目。

青年报：你也说了，现在全国有

很多针对青年人的艺术展览和博览

会，再出发的上海青年美展会如何做

到错位竞争？

阮竣：我们休整了6年，休整是
有休整的好处的，这使得我们可以冷
静下来，思考未来向何处去。过去上
海青年美展也就是一个展览，展览结
束了活动也就结束了。现在我们在
想如何将展览的成果放到最大。我
们准备以青年美展为基础，建设一个
以刘海粟美术馆为中心的青年艺术
人才智库。对那些获奖、入选美展的
青年艺术家进行持续的扶持，帮助他
们更好地成长。

青年美展怎么做：
给青年艺术人才提供持续扶持

青年报：如何确保上海青年美展

能够可持续地不断发展？

阮竣：1999年，市里希望刘海粟
美术馆能够参与主办上海青年美展，
2001年我们全面介入了青年美展的
运作。在6年休整之后，我们觉得上
海青年美展要办下去，就不能再端着
一个学术平台的架子，要真正地深入
青年，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
转变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
件方面，要实现常态化办展。过去青
年美展办办停停，这不利于一个文化
品牌的树立。现在我们想青年美展
今后就是两年举办一届。另外，我们
这次实现了青年人才选拔模式的多
元化。过去青年美展有很多奖项，陈
逸飞设立过一个“孟光奖”，明圆集团
设立过一个“明圆美术奖”，这届开始
我们统一叫“刘海粟美术奖”。刘海
粟先生是大画家也是一个大教育家，
他创立的上海美专是中国第一所专
业美术学校。所以以他的名字作为
青年美展奖项的命名，这是最恰当不
过的了。

青年报：能具体讲讲上海青年美

展革新的软件方面吗？

阮竣：我前面说，我们会对青年
美展的参展艺术家给予持续扶持。
举个例子，这次青年美展1位刘海粟
美术大奖获得者，5位刘海粟美术奖
获得者，我们都和他们一一进行了沟
通。他们获奖是没有奖金的，但我们
给了他们一个承诺。我们承诺刘海
粟美术大奖获得者，为他举办一个个
人展览。展览的形式和展览的策划，
由他自己决定，我们全力扶持配合。

我们还承诺刘海粟美术奖获得者，为
他们举办一个群展。同时，我们还会
给他们一些跨界合作的机会。最近
德国总领事馆和我们在一起要举办
一个以时间为主体的女性艺术展，我
们的获奖者就有一位女性，我们就推
荐她去参加这个展览。

青年美展有何反应：
青年艺术同质化问题需要解决

青年报：从此次上海青年美展你

看到了青年美术创作的哪些新特点？

阮竣：我们这次征集的是45岁
以下艺术家创作的1264件作品，艺
术家来自30个省市和自治区。我们
原本想，作品应该体现出十分丰富的
地域色彩。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出这
种地域性。在信息化时代，艺术教育
的模式趋同，艺术表达的方式趋同，
这是一个趋势，但是这对艺术创作是
不利的，因为这显示了青年艺术家个
性的缺失。于是我们有一点担心，现
在艺术圈竞争如此激烈，如果没有一
点个性，又如何安身立命呢？

青年报：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

准备怎么做？

阮竣：我们作为青年美展的主办
方之一，作为一家公立美术馆，我们
有责任对青年艺术家进行引导，让他
们找回自己的个性，在作品体现自己
对生命的感悟，对国家形象的理解，
对传统文化的融入。我们会有一些
扶青计划推出，会引导青年艺术家在
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探讨一个
共同的话题，来看出各自的不同。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12日揭幕的第十五届
上海美术大展设置了一个关于青年
美展的历史文献研究展，其中一张
1980年 9月26日第1511期青年报
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关注。在这一期
青年报的第4版刊登了首届上海青
年美展的专版。这也是目前可以见
到的最早的关于上海青年美展的报
道。青年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其
实上海青年美展的创立和发展与青
年报有着密切的关系。

青年报记者看到，这个39年前
的青年报专版，刊登了首届上海青年
美展的一些优秀作品（当时叫“上海
市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同时配发
了上海美术界前辈吴景泽所写的题
为《青春，美好的形象》的作品说明。
吴景泽是青年报老前辈，1949年青
年报创刊初期，他就担任了青年报美
术组的组长。1980年代，他是上海
文化局社文美术处的处长，上海中国
画院的副院长。

其实，上海青年美展的发展与青
年报密不可分。这里就需要提到一
个关键的人物沈浩鹏。沈浩鹏是
1985年调入青年报工作的，他当时
担任美术编辑兼摄影记者。沈浩鹏
昨天对青年报记者回忆，如果说
1980年首届上海青年美展，青年报
还是以宣传支持为主的话，那么从
1985年第二届开始，青年报就深度
参与了上海青年美展的全过程。

也就在1980年代中期，沈浩鹏

和一批青年艺术家发起成立上海青
年美术家协会，这个隶属于团市委的
群众文艺社团，汇集了当时上海最优
秀的青年艺术家。沈浩鹏担任了上
海青年美协的秘书长。后来几届青
年美展基本上就是由上海青年美协
运作，而青年报是青年美协的大本
营，青年美协的办公室就设在青年
报，青年美展无论是前期策划、征稿、
场地安排，还是后期宣传报道，青年
报都全程深度参与。甚至青年美展
的一些宣传资料都是由青年报印刷
厂印刷的。

沈浩鹏告诉青年报记者，当时大
家都很年轻，有一种干事业的冲劲，
而且当时没什么金钱观念，大家都在
不讲报酬地为青年美展做事。应该
说，上海青年美展的每一步发展都深
深地打上了青年报的烙印，可见青年
报人的心血和汗水。

沈浩鹏是1999年离开青年报自
主创业的。他开设了一家设计公
司。但是青年报与上海青年美展的
情缘并没有中断。在这个历史文献
研究展上，青年报记者看到几乎每一
届青年美展，青年报都有详细的报
道。上一次报道是2013年停办前的
最后一届青年美展，青年报当时的题
目是《“坏小孩”之眼：打开别样的心
窗》。现在上海青年美展主办方之一
的刘海粟美术馆副馆长阮竣对青年
报记者说，多年来青年报默默支持着
上海青年美展的发展，这是一张报纸
和一个艺术展览所给人们留下的佳
话。

39年前青年报最早关注上海青年美展

一张旧报纸见证一段美术界佳话

刘海粟美术馆副馆长阮竣：

以上海青年美展为基础 建设青年艺术人才智库

上海青年美术大展作
为一个青年艺术家展现才
华的平台，曾经在全国产生
过重要的影响。一大批现
在中国美术界的中坚力量
都是从上海青年美展走出
去的。在休整了6年之后，
上海青年美展再出发，定为
第15届。并且决定常态化
举办，每两年举办一次。针
对上海青年美展的发展，青
年报记者独家对话主办方
之一的刘海粟美术馆副馆
长（主持工作）阮竣。

青年报记者 郦亮

39年前的青
年报专版，刊登了
首届上海青年美
展的一些优秀作
品。

本版摄影 青
年报记者 施培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