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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教育

本报记者 郑琳/文 魏志阳/摄

2 月 7 日就是中国美术学院校考的日子。今年美院报名

人数达到 6.5 万人，仅杭州考点就有 4.5 万人，创下近十年之

最。

围绕着中国美术学院象山和南山两个校区，遍布着大大

小小的画室和艺术学校，每年大约要迎接一万多名艺考生。

这些考生去年五六月就从全国各地赶来，吃、住、学封闭式集

训，一直到今年的二三月参加各大院校的艺考。

因为艺考时间紧，元宵节没过就要上考场，不少考生为了

不耽搁时间，放弃了回家过年的老传统，而是在画室里过春节。

备战艺考不容易啊！昨天，记者实地探访了一番。

中国美院2天后校考，记者考前探营艺考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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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塘的本土模特凌宏：
附近学生都把他画熟了

距离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大约 10 分钟车

程，有一家艺术学校，每年接待 400 多名艺

考生。在转塘地区众多的画室里，这里的规

模不算很大。但即便如此，今年春节期间，

依然有几十名学生留在这里过节。而从明

天开始，这里还会成为大批考生的临时住

所。

昨天是美院艺考考点现场确认的前一

天，这家艺术学校的画室里坐满了学生，他们

正对着模特埋头画画。

所谓“模特”，其实就是一些转塘本地的

居民。有几个已经被附近的画室活活炼成了

“专业模特”了。

例如端坐在素描画室里的凌宏，不仅被

前几届的考生都画过，甚至还曾经当过中国

美院校考模特。

“这个职业的模特很厉害，可以一坐几个

小时不动。”画室负责人李红峰笑道，“可是他

现在已经不能去当校考模特了，因为附近的

学生都画过他，都画熟了，美院老师必须换题

目。”

在彩头画室里，满地都是颜料和画纸，很

难找到落脚的地方，场面有点凌乱。更乱的

是学生的装扮，很多人穿了运动服，身上的颜

料比纸上的还多，有的人不光满手是颜色，连

脸上都花了。

“别看从画室里走出去的孩子都脏得跟

工地里出来似的，等到考完进了大学，马上一

个个变得光鲜靓丽。”李红峰说。

云南的艺考生丁玲：
不管能不能上，至少努力过

丁玲准备开始画一张新的彩头（彩色人

物头像）。这个科目对于大多数艺考学生来

说是一个艰巨的难题，中国美院当年推出彩

头考试的时候考哭很多人。

对丁玲来说却是她最喜欢的。因为，她

从小就对色彩特别敏感，“我最怕的反而是素

描。”

丁玲来自云南，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文学

家的名字，从小让她学钢琴，她也喜欢画画。

不过，他们却从没想过让女儿成为一个职业

艺术家。因为丁玲的学习一直非常好，进入

了云南省最好的高中，成绩拔尖，考一所综合

类重点大学似乎成为既定的道路。

可是，到了高二，丁玲出乎所有人意料地

决定要学美术，并且，要报考千里之外的中国

美术学院。

家里炸锅了。父母反对，老师反对，所有

人都反对。中国美院比一本大学还要难考，

没有专业的美术基础，怎么能放弃擅长的文

化课，去挤一座高难度独木桥呢？

但丁玲特别坚决。最后，父母同意她到

杭州求学。

“我从小就喜欢设计，我觉得能自己做一

些新奇的东西妙不可言。我也一直有涂鸦，

可是不知道自己画得到底好不好。到了杭州

的画室，老师要从头开始教。”

来到杭州以后，丁玲发现她不是一个

人。

像她这样“零基础”，抱着对美术的热爱

而千里求学的人非常多。

丁玲是这个学校里唯一一个来自云南的

学生。不过，寝室里的室友和她一样勤奋。

“我们每天早上七点会准时起床，开始画画。

晚上上完课 11 点多，有时候还会留在画室

里。大家都非常刻苦，有的人到凌晨两三点

还在画画。大家互相鼓励，陪着画画的感觉

很好。”

丁玲的父母没有陪着她上学。她的爸爸

是军人，从小教她独立自主。春节的时候，丁

玲没有回云南过年，父母舍不得女儿一个人

在外地冷冷清清的，特意到杭州看她，住在附

近的宾馆里，而丁玲则每天带着画具和颜料

到宾馆里画画，一刻不敢放松。“那时候周边

的饭店都关门了，爸爸妈妈在宾馆里吃了两

天的泡面。他们为了我也是非常辛苦。”丁玲

说。

日复一日的训练，但是对丁玲来说，“喜

欢一个东西就不感到辛苦了。我爸妈说，我

来到杭州感觉整个人变懂事了。从来没叫过

苦，因为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就会努力向目

标靠近。国美属于每个艺术生心里的一个目

标，不管能不能考上，至少努力过！”

美院大二学生陈焕强：
做志愿者“出租”画室寝室

每年到艺考的日子，转塘周边的酒店旅

馆都会爆满，放价飞涨。平日里只要两三百

元一天的酒店，都纷纷涨到500元以上。

记者在网上看到，有一家距离美院不远的

旅馆竟然标价9999元，并称“低价即将售罄”，

记者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当记者打电话过去确

认，对方没有承认，而是让记者当面议价。

周边酒店坐地起价，中国美院的一些师

兄师姐开始想办法给艺考生们排忧解难。

昨天，记者在中国美院北门看到，欢迎

2017届考生的大横幅已经拉起来，北门口的

墙上贴着学校地图。大量的画室广告在路边

竖立着。几个穿着红色背心的志愿者在校门

口和转塘镇的公交车站为考生服务，不仅为

他们指路，还介绍附近的各种酒店、农民房和

提供食宿的画室，甚至为考生提供车辆接送。

这是美院大二学生陈焕强发起组织的活动。

“2015年的艺考让我终生难忘。”陈焕强

说，“那年下雪了，我们从美院里面一直排队

排到隧道。周边的酒店全部涨价，从平时的

200多涨到400多，深有感触。”

作为一个祖籍温州的95后，陈焕强血统

里有着创业激情。经历过艺考，他决定要在

这个特别时节磨练一下自己。开始，他打算

和周边的酒店谈合作，但是被女友否决，“她

说这个想法太商业了，我们应该做服务。”陈

焕强笑道。

“后来，我想到了我们每个艺考生都待过

的画室。每年年底联考结束以后，画室的床位

基本就空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资源浪费，为

什么不提供给艺考学生呢？这里不光有食宿，

还可以提供专业的画画环境，以及车辆接送。”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附近一些画室的支

持。陈焕强组起了一支 10 多人的志愿者小

队，在转塘镇为考生提供咨询服务，他又自掏

腰包布置了画室里空闲的寝室。“已经有上百

个考生和我们联系要求住进画室了。”陈焕强

说，“2月6日是大批考生来杭的日子，我们会

服务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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