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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开创了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新
时代；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国美术事业繁荣发展的伟大时代，信息传播与观念开放同在，学术争鸣与
思想交锋共存，出现了百家争鸣、多元发展的良好局面。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深圳的文化艺术事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取得了超常规的发展，并
以其特有的青春活力与创新品质，积极参与和推动中国美术创作的创新发展和美术理论的建构，促进
中外艺术交流，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纪念改革开放，为未来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记忆，是深圳这座城市不能回避的文化责任；研究和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也与关山月美术馆的学术方向相吻合。
因此，我馆与《美术》杂志社经过精心策划，并联合《美术观察》《画刊》《美术研究》《新美术》
《世界美术》等美术杂志，共同举办了这次“开放与传播——改革开放30年中国美术批评论坛”。
论坛的学术研讨活动于2008年10月30日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的20余位美术史论家、批评家应邀出席
，大家共同回顾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在美术创作、美术史论和美术批评的发展成果，探讨了
美术期刊对当代中国美术发展所发挥的特殊的推动作用，也对当下美术史论与美术批评领域所存在的
问题与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艺术学术建构与发展的前景进行了有创造性的前瞻。
借此机会，我们也对深圳的美术事业跨越式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回顾与梳理。
本次论坛是我国美术理论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也是深圳市纪念改革开放30
周年系列活动中的重点项目之一。
在各位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应该说，本次论坛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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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反思与启蒙—-1980年的《美术》　尚辉　　1976年3月，《美术》在中断十年之后，于反击右倾
翻案的政治批判中再度复刊，这意味着，期刊复出的本身便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工具性。
“美术战线从来是两个阶级争夺的战场。
《美术》刊物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
，批判资本主义，批斗美术领域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潮，放社会主义文艺之香花，锄封、资、修文
艺之毒草，和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对着干⋯⋯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美术创作、美术评论的进一步繁
荣和发展，使《美术》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
”这段创刊词所表明的政治立场无疑富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气息。
　　从复刊后第2期对“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到第4期对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刊载，《美术》
通过转载新华社通讯、人民日报社论等方式强化了一本行业期刊表达的执政者的权力意识。
这种情形即使在粉碎“四人帮”的初期也未得到彻底改变，只不过是以揭批“四人帮”的文艺路线的
面孔出现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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