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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所有的虚惊一场都成为
艺术的“小彩蛋”。如今，在川美毕
业展现场，从作品延伸而出的故事
仍在继续。

有人形容，作品《叠愿》有种幸
福的氛围感，也有人站在《一百个
人的孤独》下，长久仰望；一位“宝
妈”专门请假，带着孩子当天往返
成都重庆极限看展。她觉得，3岁
小孩肯定看不太懂这些作品，但希
望能为孩子留下关于美的记忆，说
得再深刻一点，希望未来的他能拥
有感知美的能力。

有人在现场的留言册中写道：
“比技法更重要的，是对生命经验
的敏感度。”

这条留言是写给罗贵筛的绘
本《听见》。在所有宏大叙事的个
性化表达中，她将自己的绘本作为
一份特殊礼物。在绘本首页，她写
着，“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
罗顺宝，我们都会好好的。”

亲人离世是一场漫长潮湿的
大雨。罗贵筛记得，在那个平凡的
晚上，她突然梦见父亲从贵州来重
庆看她，手上是为挑食的她带的很
多肉。然后电话响起，梦境抽离，
噩耗传来。

从大一父亲在意外事故中去
世，到大二开始从情绪的泥潭里自
我拯救，再到如今的毕业作品，罗
贵筛觉得自己完成了一次正式的
告别。

罗贵筛在绘本里，以干净的铅
笔彩绘为主，讲述了在中元节，自
己和父亲的短暂团聚。他们一起
听风吹田野，看日出日落，然后坦
然告别。她将这个作品定义为对
孩子的“死亡教育”，期待让家庭共
同建立健康的生死观。“这是一本
送给我父亲的告别书，他的名字在
我翻动生命扉页时沙沙作响。”

青春梦想、乡土情结、烟火市
集、民间故事……如川美毕业展的
介绍中所言，1500余名川美本科
毕业生，用自己的创作闪耀出
1500余束光芒。

罗贵筛和她的作品《听见》，这
是一份送给去世父亲的礼物。

作品《木糖纯》吸引了大批参观者。
周舒曼 摄

和苗佳蔚有同样感受的，是木
雕作品《木糖纯》的作者徐思琪。她
的作品是挂在美术馆墙上的一串零
食，这是所有人对于童年小卖部的
共同回忆。有参观者笑称，“以为把
零食挂在这里搞行为艺术，结果一
看，居然是木雕出来的。”

于是，面对这个作品，有人解
读出童年，有人感受到时间，还有
人单纯觉得作者呈现了木雕的诸
多可能性。

作为作者，徐思琪觉得真实不
在于作品的写实形象，而在观者的
内心。她透露，作品的阐释其实还
有很多，但一直没有发布什么。“因
为我觉得作者应从作品中退场，不
愿用理论消解作品的轻盈。”

重视毕业展，这几乎是每一届
川美毕业生的共鸣。作为在全国艺
术院校中首创的毕业展，川美毕业
展自2005年举办以来，今年已是第
21届。对于大多数川美学生而言，
这不仅是他们的作品第一次真正意
义上展示在大众面前，更是自己本
科阶段结束的仪式。

“可以说，我在毕业季最重要的
事就是完成毕业设计。”作为雕塑本
科毕业生，简珊珊用了 50多万张
纸，发动20多位亲友，完成了作品
《叠愿》。

到了评分当天，一个雕塑的主
体钢架突然断了，此时距离评审开
始只剩1个小时。于是，他们立刻
拿着钢圈去钢铁厂重新焊接，来回
大约40分钟。最终，这边刚刚组装
完成，下一秒评审老师就来了。“极
限布完展吓得我腿都软了。”直到现
在，谈及此，简珊珊都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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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百个人的孤独》，展区是一
面9米高的墙。

在作品《祷》前，站满了慕名而来的
参观者。 周舒曼 摄

“一开始完全没想到会有这种传播
效果。”安琪是油画《祷》的作者。在这件
作品中，少女祈祷的典雅，与当下消费语
境下的喧嚣形成强烈对比，加之纤毫毕
现的笔触，成为本届毕业展上最出圈的
作品之一。

作品《祷》有多火？有网友分享说，
当计程车司机听到自己的目的地是大学
城时，第一反应就是问是不是去看“那幅
画”；有人拍下早上9点开展后，1分钟内
在画前聚集的人群……

对此，安琪说自己有种惊喜和不真
实感。她习惯长时间沉浸在自己的创作
中，整个《祷》的完成大概持续了两个月
左右。直到毕业展开始几天后，有同学
告诉她，“你那幅画好像在网上火了。”

安琪几乎看完了所有留言，这位将
继续在川美深造的女孩婉拒了很多采访
和活动邀约。她很清醒，自己的创作才刚
刚起步。“我想尝试更多元的媒介和语言，
同时保持对现实生活的敏感与思考。”

事实上，这场毕业展上所有热门作
品的作者，对于蜂拥而至的流量，都呈现
出感谢和克制的态度。

“你问我什么时候觉得作品火了，大
概是绞尽脑汁解释什么时候发现作品火
了的现在。”苗佳蔚是雕塑作品《一百个
人的孤独》的作者。这是令人惊叹的作
品，9米高的展墙上，100个人物以攀爬、
挣脱、抓取等姿态交织。她在作品介绍
中将此概括为“将个体经历的绝望转化
为集体性的孤独寓言”。

苗佳蔚发现，《一百个人的孤独》在
观众心中至少有3种解读：一百人共同
的孤独、一百个人的百种孤独、当你身处
一百个人之间依旧感到孤独。

苗佳蔚惊喜于这样与受众的共创，
她克制于对作品内核的过多讲述，因为
在她看来，“艺术没有标准答案，这是属
于观众的创作，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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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杜江茜喻言

重庆报道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
均由杜江茜、喻言摄

这个夏天，四
川美术学院（以下
简称川美）“开放
的六月”2025 年
本科毕业生作品
展或许是最受瞩
目的艺术展之一。

受关注的原
因是展出作品油
画《祷》，被媒体评
价为重庆人自己
的“蒙娜丽莎”；木
雕《木糖纯》凭借
对童年零食几乎
“以假乱真”的还
原备受关注；还有
用50万张纸叠的
雕塑《叠愿》、在9
米高的墙上呈现
的雕塑《一百个人
的孤独》……从5
月中旬开展至今，
在各种社交平台
上，总能刷到关于
这场毕业展各种
现场探馆、作品赏
析的视频。

更为实感的
是，开展以来川美
美术馆内人头攒
动。据校方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6
月11日，仅“四川
美院美术馆”入馆
预约微信小程序
单日页面打开次
数 就 超 27.9 万
次。6月12日，重
庆市气象台发布
今年首个高温橙
色预警信号，而在
学校的微信公众
号上，这一天的参
观名额，乃至到周
末的预约，都被一
抢而空。

这种热度，呈
现着艺术和大众
之间的共鸣。

近万件参展
作 品 里 ，有 着
1500 多 名 毕 业
生年轻视角下的
世界，丰沛轻盈，
万般可能；流动
在参观人群之间
的，是千百种对
于艺术的理解、
解读和喜爱。

或许，只有毕业很久的人能
够讲述这场毕业展对他们长久的
影响。

川美版画系2007级毕业生
Lee，依旧记得自己用了一学期去
完成的毕业作品。那是12张铜版
画组成的系列作品，以不同年代
记录时间的不同物件为主题。

这是Lee觉得意义特殊的一
次参展，是对自己学生生涯的总
结，也是作品第一次面对更为广泛
的受众。通过作品旁的联系方式，
有人专门给他打电话交流作品的
感受，“真是特别美好的回忆。”

画出了《祷》的安琪，形容完
成毕设作品的过程，就是一次扎
实的训练。“不仅帮我更加准确地
捕捉画面细节，也让我在写实技
法的表达中有了更多真实的感
受，让我的画面更有说服力，也更
接近我内心想要表达的那种‘静
止中有张力’的感觉。”

一次毕业展，是告别，也是开
始。

站在作品《一百个人的孤独》
下，误打误撞进入雕塑专业的苗
佳蔚坦言自己如今已完全喜欢上
了这个专业，对于接下来的研究
生生涯，她寄语自己要“卑以自
牧，笃行不怠”。

还有罗贵筛，如她在作品中
所言，在毕业展结束后，会将绘本
焚烧给天上的父亲，以此告诉他，

“我毕业啦！我现在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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