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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美育 

——湖北美术学院百年历程 
孙  琳 

（中国美术馆  北京  100010） 

【摘  要】2020年10月30日至11月7日,由中国美术馆、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美术学院共同主
办的“世纪美育——湖北美术学院办学100周年艺术文献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1-11号展厅展出。展览以文
献校史、美术类作品和设计类作品三个板块为展览框架，以不同时期的绘画、雕塑、书法、设计、文献、

多媒体影像等艺术形式和视觉语言展现湖北美院百年办学薪火相传的美育成果。整个展览通过图文并茂的

形式将湖北美院从荜露蓝蒌、朝乾夕惕到发展壮大的历史沿革向观众娓娓道来，从侧面呈现了中国近现代

美术教育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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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年历程薪火相传 

展览第一板块以文献资料、年表以及雕像、模型为

核心，诠释此次展览“回顾与展望”的策展理念，全面

细致地展现湖北美术学院初创发展、分合变迁、独立建

院、新时代壮大等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美术教育、美术

科研和美术创作所取得的成果，是展览的一大亮点。一

号主厅以蒋兰圃、唐义精、徐子珩三位先生的雕像为主

视觉点，两侧辅以杨立光、唐一禾、刘依闻和张肇铭先

生的塑像，对面呈现张祖武、阮璞、张振铎和王霞宙先

生的雕像，拉开此次展览的序幕。前侧方厅展示了 1920
年建校以来珍贵的照片、书信、课稿、贺电、纪念章等

文献资料和视频文件 180 余件，后圆弧则以“时代召唤 
艺术救亡（1920—1949）”“多元汇聚 薪火传承（（1499
—1958））”“百折不挠 艰苦创业（1958—1985）”“乘风
破浪 继往开来（1985—1997）”“累积跬步 以至千里
（1997—2010）”“砥砺奋进 开拓前行（2010—2021）”
六个部分为线索，以年表的形式系统化呈现了湖北美术

学院各个时期的面貌，带我们走进百年峥嵘的历史岁月。

后圆弧另一侧以图片的形式汇聚了新冠疫情期间湖北美

术学院的教学活动、志愿活动、艺术创作以及国际合作

院校和机构的抗疫慰问和校庆祝贺。每一项暖心的活动，

每一件用心的作品都体现了师生不忘初心、心系一线的

家国情怀和使命，展现了武汉人民战“疫”必胜的信心

和信念。 
1920年为探索文化救亡图存的道路，蒋兰圃、唐义

精，徐子珩三位先生在武昌芝麻岭创办“武昌美术学校”，

拉开了中国中部地区现代美术教育的序幕，奠定了“振

兴民族 复兴文化”的创学理念。1923年学校更名为“武
昌美术专门学校”。1930年，设立音乐学科，定名为“私
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学院倡导中西融合和兼容并蓄，

开设西画课和人体课，形成较为完整的美术教育架构。

唐一禾、张肇铭、闻一多、关良、倪贻德等一批著名学

者和艺术家云集于此，投身到艺术救亡的运动中，培养

大批优秀学子，铸就革命血脉。1938年，因抵制日寇侵
略，全院师生先后转辗于宜都古老背、四川江津圣泉寺

和德感坝五十三梯坚持办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复员
回武汉，广纳英才，聚集了张振铎、汤文选、杨立光、

刘依闻、阮璞、张祖武、刘政德、李一夫等知名艺术家、

美术史论家与教育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历全国
高校院系调整分合，1985年组建湖北美术学院。学院秉
承武昌艺专“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和“兼容互动”的

教学理念，开展多元化办学方针，以学术力量引领美术

思潮，成为新潮美术探索中活跃的中坚力量。 

2  兼容并蓄百花齐放 

展览第二板块以 1985年独立建院为时间节点，呈现
湖北美术学院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再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星火相传的艺术历程，彰

显湖北美术学院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8 号厅和 9 号厅以 90 件重点作品回顾 1985 年建院

前的创作历程。学院在创办之初就融合中西艺术于一体，

在写实主义为主的基础上将俄罗斯巡回画派、新印象画

派等各种流派兼容并蓄，留下许多经典之作。如“湖北

三老”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创作的《凌霄花》《扁豆》

《紫藤双雀》，在传统花写意鸟画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自

成一格；汤文选的《婆媳上冬学》以传统笔墨形式，通

过质朴的手法、简练的画面，生动表现新中国农村的新

气象；关良的《戏曲人物》将中国写意人物画和京剧有

机结合，开创了中国戏曲水墨人物画新流派。唐一禾的

《七七的号角》用油画语言形式表示民族抗战的精神；

冯法祀的《刘胡兰就义》、刘国枢的《飞夺泸定桥》展现

了共产党员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倪

贻德的《桥头》、杨立光的《村头小路》体现了油画民族

化道路的探索；版画创作中，武石的《最后一根钢梁》

用版画创作讴歌新中国建设和社会新气象；陈天然的《山

地冬播》通过简练的线条，展现了中原农村淳朴的乡情，

开起了湖北版画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探求；此外，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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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徐勇民创作的连环画《月牙儿》，通过对人物神情细

致的刻画，将那个时代女性的悲情描绘的淋漓尽致；张

祖武作为湖北雕塑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其创作

的浮雕《戏剧家赵如琳》在写实主义的基础上以表现人

物精神为主旨，表达时代精神。这些作品交相辉映，极

大地丰富了中国美术史。 
1985 年湖北美术学院建院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艺术家。展览于 2 号厅、5
号厅和 7 号厅精选 180 余件在校老师和知名校友创作的
优秀作品。陈孟昕地《暖月亮》呈现了中国画在新时代

的发展探索；李传真的《远方》展现了新时代牧民的生

活状态；董继宁的《月光下的茅屋》以写意的笔墨和诗

意的图式，将传统水墨与现代技法相结合；尚扬的《白

内障——保鲜膜》体现了现当代艺术的变革；郭润文的

《清秀女孩》表现了艺术家对古典写实油画的探求；曾

梵志的《无题》则以表现主义手法，通过隐喻和象征引

人深思；石冲的《潺缠》尝试将当代观念融入古典写实

中；余晖的《高原僧侣》以写实手法，在素色的画面中

寓情于画，通过人物表情的刻画展现生命的厚度；张广

慧的《颤动的山地》突破传统版画模式，通过碰撞的视

觉元素，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叶庆的《时尚江城》借

鉴工笔白描的形式展现现代都市；谭大利的《空竹》体

现了在当代艺术语境下，艺术家对漆画艺术表现和艺术

语言的新探求；彭汉钦的《踏歌行》展现了艺术家在雕

塑语言形式上的创新与转换。这些优秀的美术作品呈现

了湖北美术学院在中国画和油画的开拓与创新，水彩画

和版画的拓展与突破，以及壁画与漆画的特色教学等艺

术创新点。 
此外，展览精选了 18 件抗疫作品集中在 11 号展

厅进行展示，用艺术的形式礼赞奉献，展现英雄城市

人民在疫情中众志成城、砥砺前行的英勇姿态。展览

作品中既有讴歌身先士卒、舍身忘我的医护人员和战

役部队的作品，如《博》《争分夺秒》《致敬——最美

丽逆行者》《中国精神》《守护》，也有表现凝聚四海、

通宵作业推进医院建设的作品《赞火神山医院竣工隶

书轴》《生命之光》，更有展现全民齐心协力、守望相

助、有序复工的作品，如《疫•2020》《封城的日子 草
图》《十天大会战——速度与责任》《抗疫日记》等，

展览用艺术作品凝聚民心、增强信心、温暖人心，展

现了共同抗击疫情的家国情怀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与期待。 

3  学以致用服务社会 

湖北美术学院在建院之初就将美术教育与社会紧密

相连，用艺术的形式展现时代精神，探索教育新模式。

1985—1997年先后与澳大利亚、美国、德国等国家高等
学院建立学术交流，开拓学术视野，促进区域文化价值

的传播和共享，此外，还建立“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

文社区重点研究基地”——湖北美术学院现代公共视觉

艺术设计研究中心微平台，努力探索教学和科研服务、

社会需求、产学研究一体化的新方式，用艺术设计和创

作服务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先后完成了第七届世界军

人运动会主场馆、园博会等多项大型创作项目，为武汉、

南昌等多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提供艺术服务，为区域经

济、文化建设提供了智力与人才支持。2012年创立全国
重点专业院校中唯一以校区为主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昙华林艺术区，建立“昙华林艺术区实习实训基地”，

并与政府和多个单位合作共建。与此同时，学院推行文

化传承，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

培训”等高层次艺术研修教育培训，秉承“艺术介入城

市，艺术引导生活”的理念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切实履

行服务社会的职能。 
展览第三板块以文化传承、为时代发声、民生与服

务社会、学科历史发展、抗疫作品五大主题在 2、4、6、
10号厅以集装箱作为展台的形式呈现设计类作品，既活
化了展览空间，且展陈过程本身又构成了一件新的设计

作品，展现了湖北美术学院设计教学与公共艺术的产业

互助，艺术理论与艺术观念的锐意创新，更反应出湖北

美术学院在新时代格局下与时俱进的办学思路。2 号展
厅以 6件不同形制的主箱体呈现了 96件作品，包含漆艺、
动画、装置、版画、城建模型、设计理论以及智能协同

机器人、智能移动医疗设备和家具设计等工业产品设计

模型。6号展厅的序厅和 10号展厅以影像的形式展现设
计系的创作和展览。6 号厅的大厅展示 200 余件城建喷
绘、服装设计、书籍设计等作品，展厅以屏风、抽拉柜

的形式构成集装箱体的主要形式，形成视觉的层次感。4
号展厅以陈列桌的形式集中展示了抗“疫”海报设计类

作品及徽章。大厅则以 30个箱体 100余件作品堆叠摆放，
构成视觉形象，将插画、微喷、工业模型、服装设计、

城建喷绘等产业设计进行集中展示，两侧辅以小集装箱

体，形成视觉上的冲击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高校美术教育工作强调要“以大

爱之心育莘莘学子，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此次展览

不仅带给我们一场艺术的盛宴，更以湖北美术学院的百

年历程，呈现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立德树人，培养时代新

人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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