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20.1.3 星期五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姜赟 电话：960682020.1.3 星期五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姜赟 电话：96068 1111

教育·艺考季

要要不是因为不甘心，徐笑也不会在本

该上大一的年纪把自己关进画室。她家在湖

州，去年高考失利之后，她和爸爸决定再拼一

次，把小学六年学过的素描重新捡起来，通过

艺考冲一冲名校，每个画室里都会有那么几

个和他一样的学霸。

“夏天之后的画室里很热，坐在那里就像

中暑了一样，老师会带着大家下楼做运动。”

徐笑回忆起刚刚来画室的时候，那是她第一

次离开父母走进这个全封闭的环境里，虽然

很疲倦，但总是会学会适应的。

从从博美画室大门出来走不到 30 米就

是食堂，这段路很多男生都是用跑的，第一个

冲过去打饭意味着可以快点吃完去午睡，甚至

还能打一会儿篮球，这对于学了六年体育的陈

稼栋来说就是最为惬意的时光了。

这位扎着小辫、满手油彩的小伙子很难

说清自己更喜欢体育还是画画，适应这里近

乎全封闭的环境对他而言不是什么难事，自

我娱乐和消解是维持平衡的关键。他说自己

喜欢抽象派，但也没有特别喜欢的名画，大多

时候只是埋头把那些公式化的技巧展现在画

里，然后迎接一场又一场校考。

有有人想趁着午休放松身心，有人却早

早回到画室完成手上未竟的练习，张航是众

多被访学生中，唯一用到“热爱”一词的。

张航从初中开始就喜欢画画，想走职业

道路，“那时候爸妈是不同意的，但是他们拗不

过我，所以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画室学画

了。”张航最喜欢画的就是插画，她在微博上关

注了很多插画师，偶尔闲下来自己构思一张。

但是现在，她的当务之急却不是画画，而是日

渐临近的选考，和来自父母的压力。

临近第一次会考，画室里大批人都被家

里人接走上文化课，能在一月份还留在画室

的，要么就是文化课极好的，要么就是打算直

接放弃第一次选考，专心准备校考的。张航

前两天刚刚和父母吵了一架，为的就是自己

的文化课成绩。“他们觉得我还留在这里，很

不务正业。其实我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文化课

不好，但是我总想着专业课再高一点，就可以

平衡过来了。”张航低头说。

供张航来这里学画，对她的父母来说不

是一件容易事，她家在富阳，是一个普通的工

薪家庭，家里还有一个妹妹比她更爱画画，张

航明白仅靠热爱没办法报答辛苦的父母，“有

时候会觉得很愧疚，压力也很大，就希望把这

段时间给熬过去，考上美院，我可以一边读大

学一边去画室兼职，早点靠手艺养活自己。”

能能画画对张航来说就是幸福的，这点

和在孪生画室学画的余星一样，余星的家离

得更远，远在山西上饶，从 2019 年 3 月来杭

州学画至今，她只和父母见过一次面。

她所在的孪生画室坐落在山里，周围都

是城堡一样的建筑，她每天除了画画，就是点

外卖和吃夜宵，这让她迅速胖了 20 斤，不过

她也不是很在意，“我爸妈觉得我文化课太

差，考不上大学，但我画画不错。”她笑道。

比比起在学校里和同窗们一起咬牙捱

过高三，艺考生最大的不同在于大多数时间

只能和自己对话，当老师把能教的技巧全部教

完，剩下的只有大量重复的练习和自悟，他们

对着画板一坐就是一整天，笔尖和白纸摩擦出

来的沙沙声带来的安全感是令人安心的。

越是临近傍晚，画室就越安静，褪去了白

天的浮躁，大多数学生的黄金作画时间是在

晚上。一般是半夜12点半下课，回到寝室洗

漱后，徐笑还是会继续拿起书本温习文化课，

保持做题的习惯，而张航更喜欢在这个时间

画点儿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和普通的高三

学生一样，挑灯夜战已经变成了常态。

在在校考之前，紧张的氛围更是浓烈，

陈稼栋还记得寝室里的红牛和咖啡都是成箱

成箱地买，最快的时候两天喝完一箱，在寝室

画到凌晨4点半，然后洗把脸歇一会儿，再拎

着没完成的画，走到画室接着练。

“说实话，八大美院的分数线摆在那里，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考试。和普通的高考生

比，我觉得父母已经足够尊重我们的梦想了，

我们能做的只有画好画，考到一个好学校。”

陈稼栋说道。

当夜幕低垂，学生们已然进入梦乡，只剩

博美画室外池塘里养的锦鲤还在自顾自地来

回游走，黎明前的黑夜总是无比难熬，但好在

只要挺过去，一轮冉冉新日终将再次升起。

艺考生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艺考生眼

中，他们付出的辛苦和承担的压力和每一个

高三备考的学生是一样的，甚至更多，他们渴

望考取名校，但更渴望自己努力的过程是被

认可的。

画室一般不会让孩子们带手机，每天

对着画板，除了画画，其实也做不了什么，

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无论主动也好，被动

也罢，他们确实是勤奋上进的，但这种勤奋

有几分是对绘画真正的热爱，或许只有他

们自己知道。采访中，甚至有一名学生不

知道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为何物，又何谈

喜爱和热爱？

当然，在这样一个“艺术毛坦厂”里，依然

有保留初心和向往的孩子，有一位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男孩说：“考不考得上美院是其次，

把画画好才是真的，不然就算考上美院有个

啥用。”

当他和我谈到莫奈、油画色彩时，男孩的

眼睛散发出来的光芒穿透了面前那个脏兮兮

的画板，我不知道未来他会不会考上他心目

中的清华美院，但至少在那一刻，我相信他是

真正的小艺术家。

好在，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崛起，视觉传

达、艺术设计等专业的人才被大量需要，这让

很多艺考生毕业之后，可以找到工作养活自

己，画室的普及，也降低了学画的门槛。

对于艺考生，我们没有必要另眼相看，这

早就不是一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选

择自己喜欢的，抑或是合适的，走得下去，就

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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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中的绝大多数

时间，画室都是安静的。

三个学生模特坐在

画室中央，其余众人围

坐在四周，从各自的角

度迅速打好三张脸的框

架，模特大多都是面无

表情的，笑得时间长了

脸会僵掉。

一 张 素 描 成 稿 要

3~4 个小时，早上 8 点

半开始上课，正好可以

画到 12 点半午休。但

很多时候他们根本来不

及完成一整幅画，这张

重点画结构，那张重点

画眼睛，一天下来，画室

的每一个角落都飘着人

物画像的半成品。

画室里到处飘着人物画像半成品，艺考生就是不断重复重复

对着画板一坐就一整天
笔尖白纸的摩擦声让人安心

正在练习的徐笑。正在练习的徐笑。 毫无表情的模特坐在画室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