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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14日，“德美双馨·启智正学—第二届全国青少年德育美育双教专家研讨会”及系列活动在榆林学院举行，来自全国的500多位专家、学
者共襄盛会，探讨新时代德育美育工作的意义。言恭达、郭振有、冯克坚、王镛等10位专家围绕如何做好青少年德育美育工作，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了有
深度的理论探讨，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学术性、针对性。

言恭达

我国文化经典历来呼唤崇高，要求文艺走向德性
化与人格化。书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彰显
着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质。中国历代优秀书画经典
均显示着中国人借以彰显的生存意义与底色的价值之
源、文化道统，这也是当今我们应加以珍惜、弘扬与创
新的精神之魂、民族血脉。因此，可以说中国书画艺术
教育的根本就是德育美育，以德美双馨为旨归。

首先，书画艺术的审美本质即是崇德尚美的。书

画教学必须体现中华美育的品行与性质。传导经典，
讲授技法，提倡以文化人，以艺养心。本着人文性与艺
术性，坚持技艺传授与人文修为相结合，以艺理带动艺
技，以审美升华精神，技艺相生相发，做到“技进乎
道”。传授技法，须以书画艺术的本质与美学原理为底
蕴，以培养学生心理素质、技能素质，尤其是创造素质
为核心，将德育美育工作落到实处，使学生的创造性劳
动获得精神文化成果。

另外，书画艺术的作品风貌也是德美教化的具体
显现。艺术风貌是通过作品所展现出来的美学品格和
人生境界，是作者德行修养、审美品格、艺术造诣、文化
内涵的集中体现。可以说书画艺术教育和德育美育工
作的组成部分，也是相互补益，互为表里的。

我国传统书论中特别强调“人品和书品”的关系，
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具有终极价值的。可以
说书画家的德行性格，均与自我书画艺术风貌密切相

关。故自古书家尝言“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
者先正其心。”强调人品，就是不仅仅强调艺术的本身，
而是把一件艺术作品、艺术家放在了一个更为广阔的
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量。这包括艺术家、艺术作
品对社会、历史、文化产生更大的影响，以及自我人格
的塑造和不断的完善，并起到积极的表率作用，这样的
艺术家及艺术作品才具有更深远的时代意义。

一、德美双馨：德育美育是中国书画艺术教育的根本

冯克坚

守望汉字就是守望中华文化的龙脉

教育功能是艺术的三大社会能功之一，在新时代
我们更应提倡以书画艺术教育推进德育美育工作发
展。所谓艺术的教育功能，即是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能
对社会产生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的作用。

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说：“应该寻找一些有本
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来,使我们的青
年们像住在风和日暖的地带一样,四周一切都对健康
有益,天天耳儒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
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
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
习惯。”可以说，书画艺术除本体价值外的社会价值就
是在文化活动中肩负着这一社会教育功能。当然，这
一功能在我国传统艺术史和文艺理论中自古以来就尤
为重视和崇尚。

中华文明是内足文明，中国人历来将艺术赋予生
命的情调：孔子希望通过诗教和乐教的艺术形式达到
社会教育目的的礼治思想，言子的“名习礼者”，被后世
誉为“三代礼仪典章”传人，荀子要求以“礼”的形式规
范人们日常行为，以“诗”形式追求境界与思想，以“音
乐”的艺术形式教化人们在性情中符合伦理道德。西
汉扬雄《法言·问神卷第五》云：“言，心声也；书，心画
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较早阐释了个体内心境
界、其德行品性与书法艺术之间的必然关系。东汉王
延寿明确指出绘画即是“恶以戒世，善以示后”，南朝
谢赫《古画品录》中也说：“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
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
记》中也说，书画艺术可以“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
幽微”等等。

所以，教育重本，贵在育人。近代以来，以艺术教
育的形式开展德育美育工作的趋势更为明确，鲁迅先
生倡导“美术可以辅翼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
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
道德以为治。”1919年，蔡元培先生撰文提出“文化运
动不要忘了美育”，其目的即是用美育、艺术的各类形
式代替宗教活动中的糟粕之处，以此来培养人们健全
的人格，净化社会环境，引领时代风气。一个世纪过去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向全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语重心长地告诫“要大力弘
扬中华美学精神”，指明了当代文学艺术“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方向。

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以书画艺术教育助推
德育美育发展，不仅是顺应时代的正确举措，更是书画

艺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一方面，书
画艺术教育应贯彻新时代德育美育思想和要求。艺术
教育工作者需要认真学习和落实中央对于德育美育工
作问题的文件精神，从传统书画艺术中探寻中国艺术
精神和民族文化内涵，将艺术还原于文化，求证于经
典，创作出为时代讴歌，为人民呼吁的精品力作，传授
彰显中华文化精神的书画技艺和理念。另一方面，我
们须努力探索适应新时代德育美育要求的教学方法。
古今中外一切艺术都是时代的产物。“时代性”是当代
艺术通变的核心要素，书画艺术的时代性从社会文化
价值的本质意义上说应具有反映时代、感悟生活、关注
民生、关爱自然的现实主义精神，以真善美来完成中国
书画艺术的当代文化创造。

二、书为心画：以书画艺术教育推进新时代德育美育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最崇尚的是人格理想，中国传统哲
学思想中，历来也将人格意识作为审美原则。可以说

“为人生而艺术”，应是每一位中国书画艺术家应有的
哲学态度与文化立场。亦如徐复观先生所认为“为人
生而艺术”乃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是中
国艺术和人格道德在至高层面的一种融会，其既是艺
术家追求的终极旨归，也是不易实现的人生理想。面
对当下的书画艺术教育，我以为亟需通过扎实有效的
德育美育实践工作，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为“人生
而艺术”的崇高理想和终极目标，引领和建设健康向
上的社会文化环境与艺术审美氛围。

中国书画艺术的核心价值有它本体审美价值和
社会功能，它将是建立在中华民族精神与美德大厦上
的现代化价值导向。弘扬时代主流文化，对国家发展
承担历史责任，其根本要义是唤醒人的主体意识，以

时代情怀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层面，高扬科学理
性，把握现代人文精神的深刻内涵。当代书画界需要
一种基于价值传承与价值创新的文化自觉，需要文化
的光照与引领。全面认识现代化的文化内涵，认识现
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和当今中国文化发
展的现代价值取向，则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

纵观当代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必须多
一份忧患之思。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形
态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我们这个民族并没有提
前或同期去架构文化理想，以至社会价值判断与行为导
向曾一度异化为“时间就是金钱”的唯一标准，而文化价
值与文化创造的终极指向降落为价格指数。改革开放
以来的群众书画热潮，无疑带来群众文化的繁荣，民族
生活方式的传承，也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多元，休闲情趣
的寻求，以及“民粹文化”的膨胀……

另一方面，在此同时，当代书画艺术界也出现了种
种不尽人意的地方，表现出某些民族文化立场的转
移，传统艺术价值体系的颠覆和审美评判标准的缺
失。诸如心态的浮躁、艺术的浮华、形式的浮夸、评论
的浮浅、创作精神的平庸等等。在当下社会多元格局
却又如此“同质化”、“单一性”的功利主义消费市场的
弥漫中，哲学的贫困，思想的缺失，传统文化命脉似连
又断的危险时刻在逼近我们……艺术进入大众文艺
的另一面曾经出现了摆脱传统文化需要审美静观与
理性释义的重负，回归到了游戏状态的现象……除了
市场经济影响外，更重要的在于德育美育工作的疲
软，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
教育”。

所以，良好的教育即是对人的素质的全面培养。
而艺术教育是影响和培养完整人格的重要途径和方

式，更应成为社会民众道德和审美教育的主要渠道，
通过德育美育工作，树立为人生而艺术的终极目标，
培养德美双馨，启智正学的优秀人才。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必须加强新时代德育美育工
作，树立“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文理想。当代书画界急需
的是思想的滋润与审美的纯化，让艺术回归心灵！当代
需要书画文化社会身份的重塑与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需要书画艺术现代人文精神的铸造，从而推动书画艺术
当代经典的文化创造，以艺术的审美自觉唤起全民对文
化的新觉醒，完成书画艺术家的时代担当。

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教育的终极目标是社会文
明的普及！因为：“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
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
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
法则。

三、启智正学：树立为人生而艺术的崇高理想

论新时代德育美育工作对书画艺术教育的意义

文字是历史传承的载体和见证。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通过文字的记录和梳理，变得脉络清晰、有章可循。而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系统内部最具特色、最有代表
性的文化内容，凝聚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以及基于这些核心价值所生成和构建的民族精神，可谓是中华文化文明之龙脉，是中华先民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

1.汉字到底有多久？
学界公认的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距今约 3600多

年，它标志着中国文字开始了文字文明的全新时代。
然而，现存近 5000字量的甲骨文不会是从天而降的。
从原始图画变成“表意符号”，到单个的文字图形，再达
到一定的数量，通过人为规范，发展成初步的文字体系，
这中间每一环节的进步升华都凝结着成百上千年的时
光流逝和先民智慧。因而，我们不妨大胆推测，距今

8000年前的贾湖契刻、6000年前的半坡遗址文字符号、
4000—5000年前的大汶口图画文等等，都曾是满天星
斗般散布在中华大地上镌刻历史的文字故事。

2.汉字为什么“活”到现在？
汉字是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也是

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中国
几千年以来一直有着国与民族的延续性，其他的三个
文明古国现在几乎都不存在了，现在的埃及人和古埃

及人完全是不同的民族，国家和民族都消亡了，文字
怎么可能会继续完整的延续下去？再者就是，中国的
文字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以后，早已经形成了结构严
谨表述精密的风格。这是其它文明古国的文字所不
具备的，一个文明的延续决定了文字的延续，文字的
延续也维护了文明的延续，中华文明一直延绵不绝，
对汉字的稳定延续有益，而汉字本身的延绵不绝，又
保护、维系了中华文明的传承。

3.汉字发展的动力所在？
从甲骨、金石到简牍、绢帛，从篆隶楷行到由繁入

简，汉字的每一次演变都始于实践，便于使用，这是其
发展的必然趋势，亦是其顽强生命力延续的内生动
力。汉字的发展受政治、道德、宗教、艺术等多种文化
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也同时带动了文化、教育、
宗教等的共同发展，生生不息。

一、汉字的前世今生

汉字系统作为中华文化的指纹和标杆，其特殊的
神韵反映着中华文化的独特性，成为世界上现存最古
老、最发达、最完备的文字系统，为中华民族积累了巨
大的文化遗产，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并
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1. 汉字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不同的民族，因为生活环境、语言习惯和自身发

展的快慢不同，表现出来的文化形式和特质就不一
样，中华民族薪火相传，其重要方式就是通过汉字来

传承。汉字是集形象、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的表
意文字，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凝练概括，其构型
演变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和中华文明的发
展脉络一起延续。作为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载体，汉
字本身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也保存了我们
民族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透过汉字构造，通
过典籍文献，我们可以追溯还原古代生活方式、社会
结构、风俗习惯等的信息，可以阅读参悟气吞万象，
胸怀阔大的中国哲学与文化。可以说，汉字，由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穿凿，又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
续的主要脉络，是一种可以直接“研磨”历史的“活化
石”文字。

2.汉字是中国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
汉字是中华文化之瑰宝，也是全人类最伟大的

精神财富。由汉字所记载的中华文化充实丰盈了世
界文化的宝库，其对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特别是对
东南亚（日、朝、新加坡等）国家的语言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同时，汉字明显的“易读性”，很强的“适应

性”，突出的“优越性”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汉字
文化圈正在步入加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世界各地
人民学习普及汉语、汉字、汉文化的热潮方兴未艾。
我们不妨大胆预言，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文化根基
的汉字将成为能够超越语言让“民心互通”的最佳媒
介，汉字文化将成为世界上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为
世界人民共同搭建一座生生不息、青春永驻的文化
桥梁。

中华文化之根在汉字，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主
要是汉字文化的自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汉
字与其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弘扬汉
字文化，使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融入世界文化的血
液之中，是中华民族每一个炎黄子孙责无旁贷的重
任。

1.增强守望汉字的文化自觉
几千年来，汉字记录了的太平盛世，描绘了战火

硝烟，承载着中华智慧，傲视着全世界蛮荒至文明的
各种文化，每一个汉字的创造，都有一个鲜活的典故；
每一个汉字的造型，都蕴含中国人的美学观念；每一

种字体的诞生，都有一段中国历史作为铺垫；每一种
汉字文化，都镌刻着中华文明，值得我们铭记、传承。
只有汉字，能够承载我们丰富多彩的情感，只有汉字，
能够连接我们超越时空的思念，也只有汉字，能够彰
显十四亿华夏儿女豪情满怀的文化自信！

2.着力培养讲解汉字故事的人才队伍
中国汉字历久弥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发

展日异月新，这些信息都需要通过精准、合理、生动的
讲述呈现给世人，让外界了解汉字、熟悉中国，进而交
流更加密切、融洽。因此，加强汉字文化传承、传播，
透过讲解汉字故事，展现中国情怀、中国风貌，人才储

备是必要的。一方面要有一大批在文字研究、社会教
育以及书法艺术等方面德艺双馨的名家大师示范引
领，另一方面要注重培育一大批高水平策展、宣传教
育人才，尤其要注重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力和影响
力，让年轻人理解其重要性，掌握必要方法，热爱、热
衷讲述汉字故事，讲清、讲好汉字故事，展现真实、立
体、全面、复兴的中国。

3.用世界眼光世界语言讲好汉字故事
汉字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文字研究者、

语文教学者，书法名家，展陈策划人等，应以新的角
度、新的方法、新的思维，对汉字作多元化研究，阐释

汉字原创性奥秘，展示汉字艺术魅力，从世界的角度
理解、表达、传播汉字，从而把汉字所承载的中国故
事讲好，进而把中国人的思维、价值观等传递给世
界。

守护汉字，既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守护我们
的文化之根！我们每个人都应以传播汉字文化、讲好
中国故事为己任，将璀璨的中国汉字文化弘扬光大。
同时，让汉字和汉字文化走出去，让世界上更多的人
热爱汉字、热爱汉语，了解中华文化和华夏历史文明，
感受中国，向往中国。

二、汉字的文化价值

三、守望汉字的自信自强和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