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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本质上是一种

情感教育、一种生命塑

造，它激发美感、挖掘潜

能、彰显智慧，对人生具

有润物细无声的化育功

能。美育的内涵是尊重

和珍视生命，挖掘生命

的社会意义，并将真、善

融入美的形式，使单纯

的审美臻入大美之境。

近年来，儿童美育得到

社会高度关注，学校美

育工作迈上新台阶，社

会美育资源日益丰富，

家庭美育受到越来越多

家长的重视。对儿童创

造力的激发成为进一步

做好美育工作的重要抓

手，在推动青少年的全

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中发

挥重要作用。

爱 美 之 心 人 皆 有

之。美是一种生命的感

动，是从感官的审美愉

悦，到情感的审美体验，

再上升到理性的审美超

越的过程。所以，孩童

对美的认识，源于日常

生活中的真实感受，不

是用概念辅导、背诵名

词或者一笔一画照着临

摹就能培养出来的。美

育应当着重培养孩子懂

得自然之美、艺术之美

和创造之美。这三种美

相互联动、相辅相成，对

人的影响贯穿一生。

自然之美、艺术之

美在平凡生活中随处可

见，所以美育不能舍近

求远，更应落实在日常。当下，有的家长给孩子

报名美术培训班，却忽视了让孩子感受身边的

美好。其实，水中的游鱼、天边的浮云、阶前的

青草，无不是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

灵的媒介。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等公共文化

设施，无不是传播经典艺术、开阔人文视野、激

发创新创造活力的场所。如今，很多乡村也有

了村史馆、传统工艺坊等，展示着当地历史文

化，传递着朴实与活力之美。多让孩子们在广

阔的社会大课堂中自我感受，将美融入儿童的

内心世界，是家长和老师的重要责任。

感悟创造之美，是将自然之美转化为艺术

之美，进而升华为思想、情感、情操之美的抓

手。在创造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美生成，

创作者用艺术的形式将其凝固。这一过程实际

上也是发现与判断的过程。比如，当描绘海上

日出时，太阳处于哪个位置时画出来更好看，考

验着创作者的发现能力；太阳与海水的比例和

色彩关系处理，则考验着创作者的判断能力。

最终完成的美术作品，是创作者审美标准、审美

理想的综合体现。为什么莫奈的油画《日出·印

象》如此有名？正是因为他画出了太阳升起时

四周的光线、空气和氛围，体现了画家与众不同

的发现力、判断力、创造力。这种非凡创造所激

发的美，才能感染千万观众。

所以，儿童美育的意义，不只是为了提高儿

童审美水平，更重要的是激发其创造活力。这

种创造力在孩童时期自然生成，若正确引导便

可演化为一种习惯性的创造思维，对人的一生

各阶段都能产生积极影响。现在，社会上出现

了不少美术培训班，这是对学校美育、家庭美育

的 补 充 ，但 在 教 学 中 也 出 现 了 值 得 注 意 的 问

题。比如，有的老师用成年人的观点、思维、视

角为儿童画下定义，并把一些艺术形象画成模

板，让孩子们照着模仿。孩子们完成的作品看

起来很有想象力，但这并不是儿童自身的想象

力。所以，要开展好美育工作，对老师的素质水

平要求很高。老师应当善于启发，让孩子充分

发挥想象，大胆创新创造。这种创造的基础源

于孩子切身的感受，所以艺术感受非常珍贵，

艺术创造也非常珍贵。同时，老师还要因材施

教、因势利导，既传递美的理念，也让孩子们掌

握表现美的方式方法。

随着美术教育在美育中的地位愈发突出，

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通过美术教育培养孩子感

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但也有

一些家长对于美术教育的认识失之偏颇，让孩

子从小就接受专业训练而非艺术启蒙。其实对

于拥有与生俱来的创造潜能的儿童来说，过早

接受一些过于专业的绘画训练，反而容易束缚

孩子的创造力。

儿童美育关系着社会审美和人文素养的提

升。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每个

孩 子 都 拥 有 敏 锐 的 审

美耳目、充沛的审美情

感和健康的审美灵魂，

是做好美育工作的重要

任务。

（作者为中国美术

馆馆长，本报记者马苏

薇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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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近年来，老龄

事业迅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

撑体系不断健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能够共享改革开

放成果、安享幸福晚年。在重大主题美术创作工程、重

大美术展览中，一批美术工作者以充满情感力量的画

笔，描绘老年人和老年生活，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

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美好图景徐徐展开……

展现老有颐养画卷

深入推进医养结合、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打造适

合老年人生活的无障碍环境……一系列举措，使广大

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在深入老

年生活、与老年人交流的过程中，美术工作者将日常生

活中的普通人化为亲切淳朴的艺术形象，将身边的新

变化和新感受一一诉诸笔端，使作品更加吸引人、感染

人、打动人。

一些美术工作者全景式展现老龄社会的新活力。

在大型创作《民生建设——暖心千万家》《幸福新时代》

中，创作者运用传统散点透视构图，从多个角度表现了

新时代新气象，其中对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刻画尤为精

彩。画面中，既表现了年轻的医护人员为老人测量血

压、讲解新农合政策，也表现了老年人丰富多彩的文体

活动——打太极、写书法、健身、跳广场舞、演奏乐器

……作品人物众多，情节丰富，美术工作者综合运用多

种艺术手法，将叙事、典型化描绘和源于生活的具体形

象塑造融为一体，巧妙穿插整合不同场景，使全画洋溢

着和谐幸福的气息，也为大型美术创作提供了借鉴。

一些美术工作者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瞬间，将其转

化为艺术场景。像李青海中国画《好日子》，以工笔语

言描绘了一对乡村日常生活中的老年夫妇形象。作品

中，内室中堂墙上的红色福字、门口屋檐悬挂的红灯

笼、门框上晾晒的红辣椒等，为画面增添了喜悦气氛；

屋里屋外陈设整洁有序，两位老人笑容满面、衣着朴素

干净，他们身旁的儿童书包意味着老人已是儿孙满堂，

自行车和鸟笼体现了其相对悠闲的日常。中国传统文

化中所追求的晚年生活，在画家的当代演绎中更具现

实色彩。创作者试图以一个理想化、典型化的视觉图

景，来引导观者思考如何乐享老年生活。作品气氛和

谐温馨，以情动人，传递出向善向美的正能量。

美术工作者笔下幸福、轻松、愉快的老年生活图

景，既反映了整个社会对老年人的关心和爱护，也体现

出美术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导向。

刻画丰富精神世界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如今，越来越多的老

年人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基础上，积极追求“老

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

富。参加老年大学、参与社区治理、加入老年文艺团体

……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不断提高，老年教育资源供

给持续扩大，老年文化体育服务质量稳步提升，不少老

年人继续发挥作用，身心更加舒畅。

许多作品通过群像描绘，展现老年群体的文化生

活，显示出其积极的精神追求。像孙陶中国画《幸福

里》，以“自乐班”为表现对象。这个团队中，既有退役

老兵、退休教师，也有退休工人等。他们或在专注拉

琴，或在认真聆听音乐。整体画面色调温暖沉稳，既符

合老年人的气质，又凸显银发风采。在画面左侧，创作

者有意留出一段空白，与右侧充实的人物群像形成反

差，为作品留出“呼吸”空间，也为读者留下想象空间。

作品在对日常生活的平实描绘中，传递出老年文化生

活的惬意，以及邻里关系的和谐。倪超中国画《初春歌

会》，同样以群像塑造表现了老年人欢快歌唱的生动情

景。画家的创作灵感源于其在生活中的真实体验，画

中人物动作、表情各不相同，却都沉浸在歌会的喜悦气

氛中。由此，作品里的“初春”不仅指向季节，更指向老

年人精神焕发的新生活。类似的作品还有刘兴建油画

《乐在其中》、吕晓红中国画《梦里水乡》等，均从不同角

度展现了老年群体的多彩生活和积极老龄观。

一些作品在继承中国人物画创作传统的基础上，

以充满现代美感的艺术语言刻画典型形象，营构画面

意境。比如，周乐中国画《温暖如故》、郝群中国画《读

者》，都表现了一位老人坐在椅子上阅读书刊的情景，

两者的诠释方式却不尽相同。前者以暖色调营造冬日

书房内温馨的气氛，带领观众从老人专注的神情走入

其精神世界；后者表现老人在树下读书的场景。二者

均对现实人物形象进行了提炼和概括，不同的表现方

式共同体现出画家对老年人精神生活状态的关心和思

考，笔墨间流淌出对老人的关怀和温情。

纵览近些年表现老年生活题材的美术作品，不难

发现许多出自青年美术工作者之手。这些青年人肩负

起创作“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美术作品的时代担

当，将在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化为创作灵感，从传统人物

画中吸收营养、转化创新，使作品既充满浓郁的人文关

怀，也富有崭新的时代风貌。

弘扬孝亲敬老美德

美术是开展社会美育的重要载体。一批美术工作

者继承和发扬中国艺术传统，主动“把心、情、思沉到人

民之中”，获取鲜活的视觉和情感体验，以画笔表现全

社会对老年人的敬重和关爱，在老年题材美术创作中

发挥文化建设、审美引导作用，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

德，引导社会广泛树立尊老敬老意识。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不少美术工作者聚焦老年

人的家庭生活，从不同角度表现孝亲敬老的代代传

承。像陈治、武欣共同创作的中国画《儿女情长》，表现

了在外打拼的子女回家探望父母的场景。画面中，祖

孙三代其乐融融，女儿正为母亲比试新衣，母亲手上还

沾着擀面条留下的面粉，细腻的情节刻画，使温馨的家

庭气息扑面而来。赵胜琛中国画《春晖》描绘了一场热

闹的聚会。画面正中，3 位老人比肩而坐，笑意盈盈；

晚辈环立于老人周围，有的手里还抱着年幼的孩童；老

人的脚边，几只正在啄食的母鸡、雏鸡和打盹的小狗别

具趣味。整幅作品勾勒出长幼有序、尊老爱幼的幸福

图景，祥和的画面充满生活情趣。

一些美术工作者长期关注老年题材美术创作，不

断创新艺术语言，展现祖孙之间、老伴之间、婆媳之间

的深厚情感。比如，画家李传真深入童年生活过的乡

村，与老乡同吃同住，用心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创作

了一系列中国画：《放学路上》描绘了爷爷接孙女放学

回家的场景；《老伴》定格妻子为丈夫理发的瞬间；《婆·
媳》则表现了婆婆与儿媳一起接听远方进城务工儿子

电话的画面……这些作品人物形象淳朴真实，传递出

沉甸甸的亲情。

近年来，表现老年人和老年生活的美术作品明显

增多，这些作品既继承了传统文化精神，又体现了当代

价值理念与审美观念，展现了幸福晚年画卷。如何以

更多优秀美术作品满足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如

何释放老年人的创作活力，使其参与到美术创作中

来？期待更多美术工作者共同关注“夕阳红”，表现亿

万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抒写“夕阳红”美好图景
王红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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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管建新、管建林油画《民生建设——暖心千万家》局部。

图②：孙陶中国画《幸福里》。

图③：赵彤中国画《匠心·传承》。

图④：周乐中国画《温暖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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