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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谈到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引用恩格斯的话说这

“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

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

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句话对当今人

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人才既体现在“思维

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也体现在“多才多

艺和学识渊博”方面，这就对人才培养提出了

很高要求，也使我们的眼光从专业知识和技

能上延展开阔起来。新时代，我们需要的人

才应该具有高尚的人格、良好的修养、健康的

体魄、科学的素养、审美的情怀，是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从这个角度来说，美育

对时代新人培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青少

年美育尤其关键。

美育通过陶冶高尚情
操、涵养美好心灵，为青少
年的人生打下一个美好的
底子

美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它通过审

美和艺术的方式引领青少年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历

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通过陶冶高尚情操、涵养美好

心灵，为青少年的人生打下一个美好的底子。

在这方面，我们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比

如在中华美育传统观念中，美育和审美活动可

以从多方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其

意义归结为一点，就是引导人们怀抱高远的精

神追求，提升人生境界。我国历代思想家都强

调，一个人不仅要注重增加自己的知识和技

能，更要注重拓宽自己的胸襟，涵养自己的气

象，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

人生。这一思想在今天很有现实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塑造“心灵美”放在

重要的位置。中国传统美学提出“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造化”就是生生不息、

万物一体的世界，“心源”则强调主观

的感受能力、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

能 力 。 美 育 通 过 后 天 的 熏 陶 引

导，感发人、激励人和升华人，使

人 心 胸 广 阔 ，朝 气 蓬 勃 ，有 志

气 、有 见 识 、有 作 为 。 具 体 而

言，青少年美育就是要培养青

少年的家国情怀，引导他们热

爱生命、尊敬师长、拥抱大自

然、涵养美好心灵。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中，涌现了一批又

一批舍生忘死、勇于奉献的先进

人物，他们体现了伟大抗疫精神，

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信

念。他们就是“心灵美”的典范，这种

“心灵美”就是大爱之心。

美育课程应该通过
审美和艺术的方式实现心
灵教育、人生教育、人格教
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

青少年美育该怎样实施？这是社会非常

关心的话题。实施美育不仅是教孩子们唱歌

画画、欣赏音乐美术，更要让青少年拥有美好

的心灵。开设单科性的艺术课程，如音乐、美

术、书法、戏剧等是必要的，但单科性的艺术

课程不能等同于美育课程。美育课程应该通

过审美和艺术的方式实现心灵教育、人生教

育、人格教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在实施

过程中，美育必然与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

育融合。所有这些，在单科性的艺术课程中

无法充分地体现。

青少年美育应该立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植根于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丰厚

土壤，注重经典教育。我们要打开青少年视

野，拓宽审美空间，组织孩子们走出校园，走

向博物馆、美术馆、剧场、名胜古迹，走向创造

性和诗意心灵生发的现场，身临其境地感知

文化魅力。培养青少年从小热爱党，热爱国

家，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文化，热爱大好山河，

热爱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让他们从小触摸文

化的脉络，追求文化的创造，增强作为一个中

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时，注重介绍文

化经典和艺术大师，如《诗经》《兰亭序》《清

明上河图》等经典作品，以及李白、杜甫、王

维等著名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当青少年

能够接触经典、阅读经典、欣赏经典、热爱经

典时，就能够跟随经典去寻找人生更高远的

意义。

在开设艺术课程的同时，开设综合性美

育课程有一定必要性。为贯彻落实《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我们邀请从事美育、艺术教育和文化遗产研

究的学者、艺术家共 40 余人编写了中小学综

合性《美育》读本。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尝

试。这一综合性《美育》读本的框架整合了人

文学科优质资源，在青少年面前展开广阔的

审美新天地。它包含了心灵美、人格美、自然

美、社会美、风俗美、科学美、技术美等领域，

包含了仁爱之心、高尚情操、梅兰竹菊、花鸟

虫鱼、日出日落、大江大河、人物风姿、生命华

彩等丰富内容，从而突出美育的实践性、体验

性 、创 造 性 、趣 味 性 ，体

现美育提升人生境界、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

在这套读本中，包含了神圣自然、审美

空间、美的艺术、传统文化、美好的我、人生

境界六个部分。大自然是陶冶情操的伟

大学校，“神圣自然”会讲到土地、星空、

海 洋 、森 林 等 等 ，让 孩 子 感 受 自 然 之

美，向往大自然的广阔天地。“审美空

间”会讲到长城、故宫、颐和园、苏州

园林、敦煌莫高窟、国家博物馆等等，

让孩子从小懂得诗意栖居，拥有善于

发现美的眼睛、善良而有趣的心灵，

锻炼善于劳动和创造的双手。“美的艺

术”会讲到诗歌、舞蹈、戏剧、交响乐、

设计艺术，还有《红楼梦》《西游记》等

等，发扬中国诗乐传统，用艺术涵养青少

年的性格和气质，抵达美善合一。“传统文

化”会讲到汉字、篆刻、古琴、民歌、京剧、昆

曲、皮影戏等承载着中华文化基因和血脉的

文化遗产，让青少年从小建立对于中华文化

的认同感、归属感。“美好的我”会讲到仁爱、

诚信、勤劳、乐观、追逐梦想等良好品质，激发

青少年潜能，教会孩子们如何面对挫折、如何

变得内心强大。“人生境界”会讲到感恩、善

良、正义感、浩然之气等等，会讲述邓稼先、袁

隆平、屠呦呦等中华优秀儿女以及海伦·凯

勒、霍金等世界科学文化名人的感人故事，展

现他们高远的人生境界，涵养青少年的胸襟

格局以及立志报国的情怀。

国家建设、社会发展，要求我们全面加强

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我们要充分吸收

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和中华美育思想精髓，利

用自然、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丰富养分，给

青少年以充盈的精神滋养，培养他们的审美

水平、创造能力、精神品格、道德修养、思想境

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

教授）

图①：一年级小学生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衣容娇摄（影像中国）

图②：舞狮进校园，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

魅力。 占有兵摄（影像中国）

制图：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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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

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

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中

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以更

为深邃的视野、更为博大的

胸怀、更为自信的态度，择取

最能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

神的题材，进行艺术表现，塑

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

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

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谱 写 新 篇

章。”殷殷嘱咐言犹在耳，使

我更加坚定用心用情用功讲

好中国故事的信念。

我 生 在 贵 州 ，长 在 贵

州。书写家乡的山水，讲述

这片土地上奋斗者的故事，

让我对家乡产生了更深一层

理解和感情。同为写作者，

我 特 别 理 解 诗 人 艾 青 的 诗

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

沉”。带着这份情感，我踏遍

了家乡的山山水水，走遍了

这里的村村寨寨。在跟乡亲

们促膝谈心的过程中，我常

常被感动、被震撼。怎样用

文学的方式把这种感动和震

撼传达给读者呢？这就要看

能否把感动和震撼转化为一

唱三叹的文字，用精心的描

写和精彩的讲述触动心灵，

给读者带去深刻感受。

“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

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在

走村过寨的采访中，我一直

坚持这样的原则，再完整、再

精彩的资料，也不能代替到

现场听听老乡们的心声，看

看他们的表情。一位年近花

甲 的 老 人 说 ：“ 辛 苦 了 共 产

党，幸福了老百姓。”话语朴

素却不简单，浓缩了脱贫之

后老乡们的真实感受。如果

不是身在其中，如果不是促

膝谈心，作家很难捕捉到这样纯朴的话语，也难以受到这样

的心灵震撼。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乌蒙山区采访时，96 岁

的脱贫户安大娘搬进了新房，衣食无忧，她拉着我一直念叨

着，话虽听不太清，但她扬起的笑脸我看得懂。喜悦的笑，

释然的笑，发自肺腑的笑，是能够明明白白感觉到的。在一

线采访脱贫攻坚，我与老乡们谈心、交朋友。事实上，只要

一打开话匣子，他们就会不自觉露出灿烂的笑容，这笑容真

真切切地打动了我。这些笑容里，洋溢着满满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给作家最深最足的底气。

这份底气也伴随着长篇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的采

写过程。《江山如此多娇》由 5 个篇章组成，《报得三春晖》一

章在《人民文学》微信公众号 3 天即达到 10 万+的阅读量；

由《花繁叶茂》一章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一套播出后，

在以年轻人为主要受众的视频网站上获得高分。这让我再

次确信，用心用情用功的讲述能够让人感同身受；用情，用

真情，永远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创作原则。历史上那些伟大

的文学家艺术家无一不怀抱着炽热的爱国胸怀、现实关怀

和浪漫情怀，用心感受，用情书写，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之作培根铸魂。

作家应该有这样的认识：精彩的故事归根到底源于现

实本身的精彩，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写出动人的

作品。贵州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经过顽强奋战，贵州

66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923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92
万人搬出大山，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在

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历程中，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无处不

在，它们永远比想象更精彩，比虚构更感人。如果不踏上乡

间田埂，哪能嗅出泥土的芬芳？不走进脱贫攻坚一线，近距

离感受冒着热气的脱贫攻坚现场，怎能深切认识这场史无

前例的伟大壮举！

置身新时代新征程，参与并见证伟大的历史进程，作为

作家，我感到无比荣幸。眼下，我即将完成一部脱贫攻坚题

材长篇小说、一部红色题材电影剧本，并计划在乡村振兴和

红色题材领域深耕下去。我将继续扎下根来，用心创作，用

手里的笔为人民书写、为时代存照。

（作者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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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古的独木舟到如今的万吨巨轮，船

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文化意象。薛

涛儿童小说新作《桦皮船》，关注具有东北地

域 特 色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桦 皮 船 制 作

技艺。桦皮船是以桦树皮制成的、用于渔猎

生产及水上交通运输的工具，小巧轻便，在水

中可划行，上了岸可用肩扛。作品中，小小桦

皮船贯穿少年乌日的成长过程，折射出社会

生活的发展变迁。

《桦皮船》在大跨度的历史中写活了四代

人的故事。少年乌日的太爷爷是一位猎人，

能驾着船在呼玛河上嗖嗖地行驶，抗战时期

还曾抓过特务；爷爷托布早年跟随父辈打猎，

禁猎后就当起了护林员，现在是非遗传承人

——擅长制作桦皮船的能工巧匠；乌日爸爸

这一代，则走出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小镇十

八站，来到大城市做起了小生意，开起了饭

馆，桦皮船被闲置了起来；乌日作为成长于新

时代的城市孩子，虽然生活中离桦皮船很远，

却对桦皮船充满了好奇与期待。得益于党和

政府的好政策，曾经以渔谋生、靠林吃饭的人

们，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新时代

绿 水 青 山 的 守 护 者 、民 间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承

者。作者巧妙借用一条小船来抒写社会变

迁，拓展了作品的历史视野和思想深度。

在作品中，返回大兴安岭的路上，桦皮船

与祖孙二人一路相随。爷爷托布说：“它在呼

玛河上跑得飞快，能追鹿；上了岸，我就背着

它走。它就是我的脚，我离不开它。”这种“离

不 开 ”生 动 体 现 了 对 文 化 遗 产 的 爱 惜 与 珍

视。少年乌日跟随爷爷，从沈阳到十八站，一

路学习生存技能，学习传统技艺。自然生态

和文化传统像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大课堂，指

引着少年学会勇敢、友善、自信和包容。少年

乌日对桦皮船制作技艺和自在行走山林充满

向往，意味着被传统和自然深深吸引；爷爷托

布从对城市生活有偏见，到开始认同城市文

明，体现出对现代生活的逐步融入。而家族

第三代的人生选择变得多样，他们既可以走

出山林去大城市谋生，融入现代城乡经济发

展之中，如乌日的父母；也可以留守乡村学习

手工艺，做民间文化和传统技艺的守护者与

传承人，如托布的徒弟豆腐匠。在作者笔下，

传统和现代彼此交融，向着更广阔的未来拓

展开去。

有了这段难能可贵的探寻传统文化的经

历，乌日实现了成长进步。他学会了划船，独

自护送老狗阿哈回到山林；敢于骑马奔跑，独

闯老林子，心灵变得更加强大；回到沈阳，乌

日成为同学们眼中大兴安岭里一座挺拔的

“小山子”。一个新时代少年形象，在栉风沐

雨、拔节而上的成长故事中立了起来。

船是开拓与探索的象征，人类在叩问茫

茫宇宙、探索遥远太空时，也赋予“船”更多的

想象与诗意。小说《桦皮船》将儿童成长主题

与社会变迁、文化传承、自然生态等多主题熔

于一炉，力求成为接地气、有温度、有童趣的

现实主义写作，力求创造出独特的人文意蕴

和艺术感召力。作品是否实现了作家的目

标，交由读者评判。

一叶轻舟见证生活巨变
海 飞

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写出
动人的作品。再完整、再精彩的资料，也
不能代替到现场听听老乡们的心声，看
看他们的表情。

青 少 年 美 育 该 怎 样 实
施？这是社会非常关心的话
题。实施美育不仅是教孩子
们唱歌画画、欣赏音乐美术，更
要让青少年拥有美好的心灵。

美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
途径。国家建设、社会发展，
要求我们全面加强和改进学
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
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
素养。

核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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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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