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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第三届青少年
书画大展赛评委一席谈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静

： ：

三届书画赛，三坐评委席，此番的
感受尤为不同。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
书法作品，怎样的呈现才能脱颖而出，
夺人眼球？对于我个人而言，最容易被
吸引和打动内心的，应该是恪守法度，
彰显笔法的这一类作品。

经过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此类作品
间的相似点和共通处：识外部之面貌，
章法完整，正文、款识、印章和谐统一。
审表内之功夫，可辨对经典的深入临
摹，亦知对书体的钻研练习。尤其对青
少年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功夫应该
用于对经典碑帖的临摹和深钻。在临
摹过程中，选用何种纸张，选择面积大
小，临摹多少字数，钻研何人字体，这一
切都需要预先进行考虑和安排。

既然是一场比赛，闪亮登场的作
品与日积月累的习作，无异于演员之
台上一分钟与台下十年功。对笔墨纸
砚要有敬惜的意识，不可作随意涂抹，
从这个意义上讲，习作和作品并无过
多差别。

与此同时，也正因为是参加比赛，
参赛规则通常会对作品内容、尺寸大小
作出具体规范，参赛者需要遵守规则，
在要求范围内进行构思和创作。日常
练功，态度应当严谨，但穿着可为平常
练功服；待上台演出时，则要穿戴整齐、
精心打扮。参赛作品大抵如此，功夫之
外，有一种超于平常的仪式感。在此次
复评审读阶段，差不多有两成作品因
为漏字、别字惜别入展资格，令人不禁
惋惜。

可待窥见的是，我市青少年书法培
训的师资水平处于提高状态，一些创作
型的中书协、省书协会员积极投身于青
少年书法培训，以古代碑帖为范本，为
中国书法的普及和后续人才的培养贡
献了热情与力量。但双刃之剑，辩证而
看，“适我无非新”，即使面对同一本经
典，每一位习书者历经不同的人生阶
段，便会展现出不同的理解与表现，所
以青少年之书法个性，也应当是他们当
下状态的反映，而不是从同一个培训班
出来的作品，因太过雷同，暴露出过于
机械化、批量化的训练模式，以致失去
了自然与随性的艺术魅力。

意料之外的惊喜也是有的。面试
环节有不少从大竹、渠县、宣汉等地赶
来的参赛者。一对从大竹石河前来的
师生，在达州日报社门口拍照留影，老
师为学生定格下这次难忘的参赛经历。
一对渠县夫妻，送六年级的儿子前来面
试，哪怕自己不懂书画艺术，但对于孩子
的兴趣和爱好，夫妻俩全力支持，乐在
其中。

这一份份积极和热情感染了我，也
感动了我，让我能够在作品之外，体会
到艺术所给予人的愉悦和幸福。

美育的普及已枝繁叶茂，这是我对于
本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最直接的观感。

从作品数量来看，本届青少年书画
大展赛收到了来自全市400余所学校共
六万多件作品，为三届以来最多，在数量
上达到了一个突破。经过海选、初选，最
终进入复试的作品无论是从表现手法还
是创作题材，亦或思想和技法上都呈现
得较为成熟。广泛的群众性和参与性，
各学校和艺术机构的重视，无不体现着
美育的普及效果。

从作品种类来看，国画、油画、版画、
素描、水彩、水粉、综合材料……各种创
作手法得以应用，交出了令人惊喜的画
卷。譬如《友谊到夕阳》是一幅传统水墨
国画，但其表现手法却并不传统。整个
画面一分为三，构图和技法都贴合当代
青少年视觉进行创作，表现的内容也是
茶余饭后老百姓最真实的市井生活。整
张画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十分接地气，
将“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审美感受
体现得淋漓尽致，突破了传统国画的表
现形式。

从作品的尺幅来看，在本次书画大
展赛中，组画和大幅画出现的频率较高，
甚至还有如儿童画《火线救援》这样近两
米长的“巨幅”画作。这幅画的优秀之处
在于画面十分统一，人物造型充满童趣，
人物动作生动自然，类似油画的表现技
法——既彰显立体感，也不失厚重度。
饱满的构图对火灾现场场景的视觉描写
非常贴切，不仅绘出了消防战士保护老
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勇敢奉献，同时也
加强了小朋友们对于火灾的认识，具有
较好的教育警示作用，视觉冲击力和观
赏效果自然也相对突出。

与此同时，在诸多绘画作品中可见
国画和彩铅的融合，油画棒和墨的浸染，
各种综合材料的创造性运用，迸发出独
特而新颖的艺术火花，这算是从前教科
书里并未涉及和应用到的范围，恰巧再
一次佐证了少儿美术的普及化与创新化
程度大大提升。总而言之，通过这四个
方面，我们不难发现此届比赛在前两届
基础上的提升和超越。

可是伴随着艺术和社会的发展，仅
局限于艺术的普及效果是远远不够的，未
来的着力方向还需要重视艺术的审美高
度和基本的造型表现能力。在评审过程
中，我们发现一部分学校或机构虽然展
示出极高的参与积极性，送来了几百幅
甚至上千幅作品，但是这些作品的尺寸
较小，且没有经过装裱。对于一个上千
平方米的展厅和优中选优的比赛而言，
这些作品还有较多的进步和发展空间，
这既是众多评委遗憾惋惜的地方，同样
也是值得期待和努力的地方。希望在下
一届比赛中，我们能够看到更多更加专
业化、更加具有审美表现力的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