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短 10 多天时
间，吸引二十多万人
走进展厅

2024年
接待观众超 35 万

人次，“美术馆之夜”“公
共美育周”“特色主题
日”等让广大市民和艺
术爱好者能够共享艺术
嘉年华

2023年2022年
面向社会开展作品

推介直播、艺术盲盒推
送、最受大众喜爱作品
奖评选等特色活动，让
市民能以各种方式参与
艺术活动

2021年
以“线上+线下”形

式同步呈现，首次启动
的“美术馆之夜”引起热
议；设立“个性化培养特
色工作室”毕业展览专
区

四川美术学院第一次将毕
业展2000多幅作品完全对公众
开放，标志着学院艺术开始走出
象牙塔，与社会大众产生互动

2005年
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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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为名二十载 川美“开放的六月”
何以“艺”动天下

举办“开城布公”——坦克
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工作室开
放日等活动

2006年

重庆黄桷坪涂鸦艺术节暨
“开放的六月——四川美术学院
艺术游”同期开幕，毕业展览与城
市人文艺术活动融为一体

2007年

第一次在黄桷坪、虎溪两个校
区同时开展。许多学生将“5·12”
汶川赈灾作为创作的重要元素

2008年

继续呈现“作品多、展场多”
的特点。当年，学校获得第六届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9年

展览重心首次移至大学城
校区

2010年

成为艺术的嘉年华；川美创
谷宣布开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成为市、区两级文化产业“十二
五”规划重点项目

2011年

展览期间为重庆市微型企
业孵化园、川美创谷大学生文化
创意微企创业基地、川美创谷大
学生创业先锋授牌

2012年

吸引市内高校艺术类专业
共同参与

2013年

毕业展成“网红”，初夏到川
美看毕业展，逐渐成为重庆市民
的习惯

2014年

第一次走出校园，在重庆星
星艺术空间展示油画系多件优
秀作品

2015年

首次于大学城校区新落成
的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开
始采用全媒体宣传传播方式

2016年

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开始充
分呈现

2017年

展出作品超 1 万
件；重庆艺术产业研究
院、重庆城市形象设计
研究院在川美正式挂
牌

首次以线上展
的方式推出，500 万
人次点赞

““开放的六月开放的六月””
这这2020年年

和重庆艺术大市场同时启
动，首次进入商业空间，在
重庆天地、新光天地展
出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6月10日上午9点，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入口处，已有不少观众排队等候入场。当天是
一年一度“开放的六月——四川美术学院艺术
游”的最后一天，不少人甚至从外地赶来，奔赴
这场艺术盛宴。

“我早就听说过‘开放的六月’，今年特地把
端午节的旅游目的地定在重庆，就是为了深度
逛展。”来自北京的钱女士一早赶来，满怀期待。

今年“开放的六月”展览自5月26日启幕以
来，短短10多天时间里，吸引了二十多万人走
进展厅。

办展二十载，筑梦续华章。20年前，“开放
的六月”从无到有，成为中国艺术院校率先打开
校门的“第一展”。

20年来，从最初贴海报、挂横幅“拉人看”，
到单届观众超过40万“排队看”；从艺术院校的

“独角戏”，到社会大众广泛参与的“嘉年华”；从
艺术教育的“成果展”，到社会美育的“大课
堂”……“开放的六月”以一个独特视角，让更多
人得以感受气象万千的艺术作品、纵览重庆文
脉炽盛的精神图景。

开放多元
“中国艺术院校第一展”呈现新气象

6月10日，走进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偌大
的展厅内，人头攒动，观者如云——有的抱着画
板，速写记录；有的驻足沉思，仔细揣摩；有的手
捧鲜花，拍照留影……

“我是‘开放的六月’的死忠粉，每年都会抽
空来看。今天正好是端午节，我还专门带了7
岁的女儿一起来，她正在学画画。”来自万州的
张芬称，她之所以喜欢这一展览，是因为学生们
充满青春气息的表达和脑洞大开的创意，相比
起成熟艺术家，更容易找到创造的意外与惊喜，

“比如这幅中国画《∞》，颠覆了很多人对传统水
墨中国画的印象。它用兼工带写的表现形式，
将宿墨和鲜墨进行交错融合，描绘出一个凝望
画外的未来幻想世界，太有创意了。”

千高原艺术空间创始人、艺术总监刘杰几
乎每年都会打卡“开放的六月”：“这个展览一直
以来保持着开放、多元和活力，且展览内容越来
越丰富、越来越国际化，非常好。”

“本届展览共展出本科生、研究生作品上万
件，涵盖油画、雕塑、中国画、影视动画等各个艺
术门类，分别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重庆当代
美术馆、虎溪公社展出。”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馆长何桂彦介绍，相比往届展览，本届展览学科
专业阵容更齐整、实力更强劲、展陈更精美，以
及更加深度地融入社会和市场，搭建起文化艺
术展示、交流、体验、鉴赏、消费的平台，并策划
举办了“美术馆之夜”“公共美育周”“特色主题
日”等系列活动，让观众沉浸式体验视觉之美、
空间之美、生活之美。

“由于要筹办全国美展，本届展览今天结
束。展览展期比往届短了10多天，仍吸引了20

多万观众，足见其影响力之大。”何桂彦
说。

搭建平台
成为选人选作品主渠道

作为社会美育的大课堂，“开放的六月”更
是艺术学子化茧成蝶的大舞台。

“你们多去收些画回来，一次谈不下来，就
去两次、三次……”39岁的杨加勇因在成都办
展览，遗憾错过了本届“开放的六月”，但他这几
天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叮嘱团队成员去展览上买
画。

“我曾经是川美的‘风云人物’，不是因为画
得好，而是因为捡垃圾。”杨加勇称，他出生在贵
州一个农村家庭，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学艺术
又特别费钱，他考入川美后，家里实在负担不
起，读大一时，他就跟母亲一起在学校附近捡垃
圾。后被老师和同学知晓，轰动一时，他也因此
得到老师和同学许多帮助。

杨加勇本科毕业时，毕业作品《空欲》系列
（共3幅）在“开放的六月”展出，被一名藏友相
中，出价30万元收购，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桶
金”。

之后，杨加勇用这30万元在虎峰山下的莲
花湖畔成立了工作室，靠卖画为生。几年后，他
考上川美研究生，于2017年毕业，同样是在“开
放的六月”毕业展上，他的作品再次“被看
见”——某机构出价1000万元收购了他几十件
（含平时创作）作品。

如今，杨加勇已成为中国艺术界一颗冉冉
升起的新星，多件作品在各类艺术展上获奖，单
幅作品最高被拍卖到360万元，并在全国开设
工作室10个，在上海和重庆共开了3家美术馆。

“我深知学艺术的苦，现在条件好了，就想
多帮助一些师弟师妹，‘开放的六月’是我选人、
选作品的主要渠道，现在就有四五位师弟跟我
一起创业。”他说。

作为川美毕业的“师姐”，张琪已经营重庆
锦瑟画廊26年，她几乎每年都会约上国内同
行，多次回到母校，看展览、挑人才、淘作品，“这
些年，我通过‘开放的六月’，收藏了师弟师妹
10多幅作品，并吸纳王金博、王茅俨等多位师
弟师妹成为画廊的合作艺术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
主任刘晶鑫谈及“开放的六月”时满怀感激。
作为第一届参与“开放的六月”毕业展的学子，
她见证了这个活动从最初的萌芽到如今的繁
花似锦。

“这个展览不仅是一个展示才华、交流思想
的平台，更是一个让外界、让公众感受艺术魅
力、了解我们年轻学子创造力与艺术追求的窗
口。”刘晶鑫说。

服务大众
擦亮重庆文化“金名片”

“20年前，川美在全国的艺术院校中，率先
打开了校园、美术馆和教室的大门，举办‘开放
的六月’展览，让普通市民走入艺术殿堂，感受
艺术的创造和精神之美。20年来，该展览不断

蝶变升级，从毕业生作品展逐渐发展成备受关
注和广受欢迎的艺术IP，在滋养学校的同时，
更浸润了城市。”四川美术学院校长焦兴涛表
示。

这些年来，通过“开放的六月”走出校园的
川美学子，主动投身重庆的城市更新、乡村振
兴，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抒发个人艺术理
念。例如，下庄村村口的浮雕筑路群英像，冶金
四村社区的艺术“微更新”，杨家槽、东升村的改
造案例，都是川美人摆在“社会展厅”的优秀作
品。

一场展览，为何能成为重庆提升城市文化
气质的源泉？

在焦兴涛看来，“开放的六月”开放的不只
是一个空间，更深层次的是艺术教育方法、艺术
教育理念、艺术创作本身、设计理念本身的开
放，是面向大众、面向社会、面向时代的开放，其
核心是一种广阔视野下的融合和创新。

回顾过去的20年，“开放的六月”不仅是全

国率先对公众全面开放的毕业展，更是从2007
年起，就将毕业展与城市人文艺术活动融为一
体，进入城市空间、商业空间、艺术大市场，让艺
术与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并通过举办“美术馆
之夜”“公共美育周”“城市艺术细胞培育计划”
等，用艺术浸润的方式，增进重庆这座城市的魅
力和品位。

“20年来，川美数万名毕业生通过‘开放的
六月’走出校门、奔赴山海，在各行业各领域各
展风采。‘开放的六月’也在全社会的关心、关注
下，发展成为形式多元、内容丰富的大型品牌艺
术活动。”四川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唐青阳表示，
作为重庆文化“金名片”，川美接下来还将进一
步依托“开放的六月”，秉持“面向大众的学术、
面向社会的研究、面向生活的艺术”理念，打造
全国美术教育高地。

一座城，一场展。走过二十载的“开放的六
月”，早已不单是一场毕业展，它面向的，是一个
潮流澎湃、艺术之花竞放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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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言作
品《在凌晨之
前走远》（石版
综合）。

▶

▲王伟名作品《∞》（中国画）。

▲5月26日，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观众在参观本科
生毕业展。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苏小林作品《新彝新象》（雕塑）。
（四川美术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