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至后十五日，斗指癸，为小寒。小寒是一年

之中倒数第二个节气。一色云，一丈冻，千里雪。

玄英之寒，天气上腾，地气下降，阴气极盛，盛极而

衰，阳气萌动，故春日在望。小寒时节，以画为媒，

赏古人笔下的寒林清旷、雪中春信、围炉小酌，品古

人腊月里的寒砺心智、藏养内求、虚静生发，与冬日

共风雅，与时光共从容。

寒林清旷的隆冬之美

小寒之寒，南北各异。北方寒地，冰厚三尺，地

冻一丈。南方虽少落雪，但云层阴积，寒山白雾，湿

冷难耐。古人以冬景为题材，在诗画中表达对岁月

的深情。

寒林是北宋山水画的重要主题。清代王翚在

《寒林小景图》上题：“唐以前未有寒林，自李营丘

（李成）范华原（范宽）始画其法。”宋人对寒林的审

美观照，超越单纯的景象刻画，不仅将其视为审美

对象，还将其作为修身观想的图景。与董源、范宽

并称“北宋三大家”的李成，善画寒林，笔势颖脱，气

韵潇洒，墨法精绝，被视为“寒林气象”的开创者。

他笔下的寒林通常无屋宇、人物等点景，肃寂清旷，

用“藏”的手法营造一片生机。他还独创“蟹爪”法，

将冬日里的枯枝画得生冷、奇崛。其代表作之一

《小寒林图》，绘平远山水，前景有数株老松枯木，老

松主干苍劲，枝干虬曲，松针工细；枯木盘根错节，

骨干自坚。松下溪水潺潺，此为画眼，寓意生发。

左右两侧为平坡，烟云雾霭。远景勾勒晕染山峦，

突出烟林清旷气氛。整幅作品蕴含生机，充分体现

了传统美学中的荒寒之美。

李成的“寒林山水”影响显著，范宽、郭熙、许道

宁、王诜等人均受其影响。正如北宋赵希鹄在《洞

天清禄集》中所写：“范宽山川浑厚，有河朔气象，瑞

雪满山，动有千里之远。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态

严凝，俨然三冬在目。”天津博物馆藏范宽《雪景寒

林图》，可谓寒林图的经典之作。该画尺幅巨大，采

用全景式构图，将雪景、寒林融为一体。画面寂静

如夜，没有飞鸟踪迹，没有行旅路人，村舍中有人远

眺，白雪皑皑、古木寒林，在寒与静中蕴藏着生生不

息的力量。画作气息庄严，站在画前，寒气扑面而

来，卧游其中便能感受天地苍茫、人之渺小，敬畏之

心油然而生。

枯木蕴生机，寒林之美，暗含着生命的轮回。

历代名家亦不乏“寒林图”传世，寒林读书、寒林诗

意、寒林待渡、寒林楼观……代代承续中，静谧冬日

中的山水诗篇日益丰满。

雪中春信的生命绽放

“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从小寒至谷雨，八

个节气二十四候，每候以一花之风信应之，此为二十

四番花信风，梅花为始，楝花为终。小寒之花信风有

三：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其中，梅花尤受

历代文人墨客喜爱，被赋予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

出现于宋代的绿萼梅，梅品珍稀，曾在宫苑种

植，因此也被称为宫梅。清代董诰《二十四番花信

风图》册第一开《小寒一候梅花》，以精妙之笔描绘

了绿萼梅隆冬盛放之姿，并题“南枝预报真消息，冷

艳先舒冰雪中”。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南宋佚名

《折枝花卉图》与南宋马麟《层叠冰绡图》，所绘皆为

复瓣绿萼梅。作品择花枝一二，画法精细，艺术地

表现了梅花冰清玉洁的美好形象，以及宫中喜爱繁

花复蕊的华美趣味。

在南宋，对梅花的描绘已体现出院体画与文人

画两种不同的审美尚好。南宋文人扬无咎所画墨

梅饱含天然野逸的趣味，被戏称为“村梅”。其《四

梅图》，形神兼备，表现了梅花含苞、初绽、盛开、将

谢四种状态。其中“盛开”一段，下笔轻快洗练，绘

大枝直上及斜出，枝干疏瘦，“气条”即当年生长出

来的新枝尤多，线条挺秀极具美感；花瓣平展，单瓣

碟形，花朵稀疏，恬静雅致，有“水边篱落忽横枝”的

诗意，很好地表现了梅花淡色疏香、清气逼人的特

性。扬无咎的文人墨梅被其追随者继承，其嫡传弟

子徐禹功《雪中梅竹图》、南宋赵孟坚《岁寒三友

图》、元代王冕《墨梅图》中的梅花画法都承学于扬

无咎。宋元墨梅诗画创作的思想支点，最终落在梅

花的品格上——雪中春信，凌寒独自绽放的生命

力，展坚贞之姿；不染纤尘的清雅，显高洁之质。

在中国文化中，梅花与君子品格、圣贤气象相

连。“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早已成为中国人在三

九寒冬里对生命绽放的期盼和诗情隽永的浪漫。

人间烟火的心灵归依

《逸周书·时训解》曰：“小寒之日，雁北乡。又

五日，鹊始巢。又五日，雉始雊。”三个物候都显现

着阳气的律动。春意在严冬中萌发，祖先们在腊月

里通过节日和仪式让日子温情脉脉、欢愉常在。

小寒为十二月节，十二月又称腊月。腊有三

意：一、“腊者，接也”，新旧交替之意；二、“腊者同

猎”，田猎禽兽祭先祖、报百神；三、“腊者，逐疫迎

春”，攘除灾祸、迎接新春。中国人的腊日（腊八节）

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所谓“腊鼓鸣，春草生”，击腊鼓

成为腊日重要的习俗。清代董诰《饯腊迎祥》册之

《太平腊鼓》，便表现了民间腊鼓催年的热闹情景。

画中，寒溪古树茅屋边，一群村童正在击鼓玩耍，鼓

声传到溪对岸响彻村庄，在近腊迎年的日子里，这

一声声鼓声就是太平声。

除了过腊八节，古人在小寒腊月还有许多人文

活动——围炉煮茶、博古赏画、滑雪冰嬉……带来

冬日里的热闹和温暖。南宋的马远《寒岩积雪图》、

夏圭《雪堂客话图》，清代的院体画《十二月月令图

（十二月）》等，都描绘了古人的冬日意趣。比如《十

二月月令图（十二月）》，设色典雅、笔触细腻、场景

开阔、内容丰富。画中，大雪封山，人们却自得其

乐。远景，人们在冰河上嬉戏；中景，仕女们依栏赏

雪，圈养的鹿群为寒冬增添勃勃生机；近景，庭院中

松竹苍翠，梅花盛开，一群孩童忙着“塑雪狮”——

古人认为塑瑞兽可祈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所以

“塑雪狮”才是中国版的“堆雪人”；堂间，主人与客

人交谈甚欢；堂外，门口一文士匆匆赶来，下台阶的

瞬间，露出脚上的红鞋。古人在岁时年节穿红鞋，

寓意平安喜乐。整幅画面虽为腊月雪景，却暖意融

融，充满人间温情。

冬之寒、冬之韵、冬之美、冬之趣，在画笔下生

发，与美好相遇，与希望同行。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浙江大学中国

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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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画《山海共生》，作者耿德法，获第四届“中国美术奖”银奖。

版式设计：蔡华伟

▲中国画《二十四番花信风图》册之《小寒一候

梅花》，作者为清代董诰。

▼中国画《十二月月令图（十二月）》（局部），作

者为清代佚名画家。

刚刚过去的 2024 年，是文艺工作座谈会

召开 10 周年。这一年，文艺界全面梳理、呈

现新时代文艺的创作现状与发展成就。对美

术界来说，这一年最重大的事件是举办第十

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集中检阅过去 5 年

的创作成果。纵览本届美展，呈现出开放、多

元的艺术面貌，不仅体现在画种和题材上，更

表现在形式、语言、风格等各个方面。从许多

参展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新时代的美术

工作者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捕捉力，对艺术技

法与手法的高度掌控力。

与往届一样，本届全国美展的基底是写

实手法加现实题材，这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

当前美术界的主流创作面貌。然而在大量现

实题材作品中，我们却很少感受到现实主义

的精神力量。这个问题不只出现在全国美展

中，现实主义的窄化和浅表化，已经成为当前

文艺创作的普遍问题。

现实不是轻飘飘的日常，现实主义的现

实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能动的，有生命、有

分量的现实。现实主义不是自然主义。对

于后者来说，视野越狭窄，表达越精确，事实

本 身 就 越 支 离 破 碎 ，观 察 和 理 解 也 就 越 发

浅薄。

现实主义也不只是一种风格、一种手法，

还是一种观念、一种态度，其背后是一种深刻

的人民史观。现实主义创作不只是模仿现实

的形象，更要把握现实的能动性与可能性；不

是简单复刻事物和事件，而是要参与一个正

在生发中的历史、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它所

展示的不只是写实性的形式面貌、技法风格，

更呈现出艺术家对社会的感知、对现实的理

解、对人生的感悟、对世界的态度。

历史上的每一件伟大作品都在帮助我们

发现现实的新尺度。2025 年，21 世纪已经过

去了近 1/4，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在发生着深

刻的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发展

日新月异、娱乐幻觉工业日益壮大，现实正在

疾速地自我迭代。身处新的现实语境，艺术

能否对我们的生活做出诠释？能否创造出新

的感性？能否触达人们的悲欢？能否寄托心

灵的探寻？能否让我们在这新现实的激流中

安身立命？

此刻，文艺工作者需要沉下心来，化身为

这个时代敏感的神经末梢，用自己的创作对

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系统的研究、敏锐

的感知，对我们的生活世界进行细腻入微的

描绘、鞭辟入里的分析。这样，艺术就不只是

反映事实的镜子，更是照亮现实的灯火。这

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反身而诚，从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把握新时代的脉搏，从时代共同的

历史意识与社会感知中提炼出个人独特的现

实感觉和生命经验，并将其凝聚为生生不息

的人民史诗。

艺 术 的 深 度 就 是 生 活 的 深 度 ，反 之 亦

然。作为探索者和发现者，文艺工作者不只

需要去真诚地生活，从真诚的生活中发现生

活的深度，而且需要不断地重新发明自己的

艺术语言，用不断更新的艺术语言照亮生活

的深处，从生活的深度中发掘出艺术的深度。

对文艺工作者来说，对现实的感知、对艺

术语言的探寻，最终要凝结出“艺术命题”。

艺术命题是驱动文艺工作者持续探索、欲罢

不能的创作引擎，是艺术实验的源头活水。

一名文艺工作者到底能走多远，往往取决于

他是否找到或建立起自己的艺术命题。许多

著名艺术家有独特的艺术手法和语言、风格

与面貌，却终身未能找到自己的艺术命题。

艺术命题不是纯粹的形式语言问题，而是从

现实的机理中、从艺术史的脉络中、从生活世

界的真实感觉中发展出来的。现实主义的艺

术命题，就是在现实的探寻中实现自我之探

寻，在回应历史中创造历史，在生活世界的表

现与解释中推进艺术语言的批判和实验，因

而打通内外主客，贯通艺术与现实。

为了确立自己的艺术命题，新时代的文

艺工作者需要进一步打开胸襟，放开怀抱，自

觉承续古今中外的艺术传统和文化脉络，敢

于遥想具有世界性和未来性的大命题。更重

要的是，文艺工作者要积极投身新时代蓬勃

发展的社会现场，更真挚、更热烈地去生活，

更深地融入社会进程。因为只有深耕社会才

能理解现实，只有理解现实才会理解自己，只

有最接地气的人生才最深刻、最丰满。现实

是有深度的，生活是有温度的，新时代的文艺

工作者只有在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与描绘中开

启身心，贯通群我，才能创造出现实主义的广

阔光谱，才能谱写出新生活的绚丽诗篇。

2025 年，我们期待一种更加开放、多元

的现实主义艺术实践。我们相信，在 21 世

纪，现实主义依然是一条具有无限潜能的宽

阔的艺术道路，在这条路上——世界气象万

千，一切生机勃勃。

（作者为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宽阔的现实主义
高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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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中国山水画，还是西方风景画，都不只是对自然景物的单

纯描绘，还是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等层面的深度观照，强调呈现人的

精神情感和与自然的关系。本着这样的理念，我创作了水彩画《山海

共生》。

“每凭山海，庶觌高深”。高山大海常会触发人们的人生感怀。

“山”代表着稳固、永恒的存在，“海”代表着无限的变化与生命的活

力，作品借用捕鱼的场景，表达对当下生态环境与人类生活关系的思

考，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主题，赋予风景画一种哲学意味，使

其具有诗性山水的审美特征。

美的传递，依托于诗意的人文情境的建构。在构图上，我以海平

线分割空间，突出自然的广袤与宁静，并融合浪漫主义与超现实主义

手法，通过空中舞动的渔网、色彩的对比等，营造出一种视觉上的张

力与平衡，创造出一个超然于现实之上的精神世界。画面中，沙滩、

渔网、飞鸟、鱼群等细节是真实的，但整体呈现的风景又不是自然主

义式的客观再现，而是一种心理映射。作品借助对深海、渔网、星

空等符号化的视觉处理，营构出静谧而深邃的氛围，带领观众进入

一个时间似乎停滞，但情感和思想却不断流动的世界，使其感受自

然壮美的同时又重新思考个体生命的意义与宇宙的永恒力量。这

既延续了中国山水文化的精神内涵，也积极回应了当下社会对人与

自然关系的思考，呼唤人们在尊重自然中寻求更具可持续性的生活

方式。

山海共生的诗意抒写
耿德法

今天，美育已成为教育热点和社会热词，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美育理念日益深入

人心。重视美育的综合性、整体性功能，构建

与之相适应的机制与社会环境，是做好全民

美育、建设文化强国的内在所需，应当形成社

会共识与合力。

美育是提升文明素养、推动社会进步的

重要力量。20 世纪初，蔡元培呼唤以美育的

普遍性与超功利性，实现陶养大众情感、培育

民众心灵的目标。美育之所以重要，在于其

是一种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能够

提升人的审美素养、文化涵养、文明教养，激

发人的创新创造活力。当下，随着对“人的全

面发展”的日益重视，美育的功能更加凸显。

美育诉诸情感，作用于心灵，强调的是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历时性过程。这一属性，

决定了只有形成一种能够在日常生活全部场

域中都能使人获得审美陶养的整体性社会环

境，才能充分发挥美育的独特作用。中华传

统美育就是一种包含自然美育、生活美育和

艺术人文美育在内的综合性、整体性美育。

无论是名门望族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还是

文人雅士的携琴访友、江阁远眺等，都具有一

种趣味与美感的陶养作用。这种综合性、整

体性美育在数千年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形成

了中华民族崇尚“中和之美”等内涵丰富的美

育传统。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一个重要落点

就是要重视其综合性、整体性功能的发挥。

美育综合性、整体性功能的发挥，需要全

学科课程教学系统、全过程学校育人系统、全

场域社会资源系统实现有机统一，这样才能

使“大美之艺”全面渗透日常生活。近年，政

府部门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学校美育工作

的政策，美育教学改革深化、教师美育素养提

升、艺术实践活动普及等皆取得显著成效。

比如，美育课程从传统单一的艺术学科向着

艺术人文多学科融合方向发展。像西北工业

大学通过建设“陕西省中华美育资源建设研

究中心”，挖掘地方传统文化资源，并将其融

入学校美育课程；广东省实施“省级学校美育

名师工作室”，并规定教师团队中校外成员不

少 于 3 名 ，且 欠 发 达 地 区 乡 村 教 师 不 少 于 1
名，有效推动了区域美育浸润工作的整体协

调发展。但从全局来看，建构综合性、整体性

大美育机制，需要各地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

从教育、文旅等多方面进行整体布局、系统

谋划。

学校美育也正与社会美育融合发展。比

如，上海启动“城市美育日”，实施“大美育计

划”，推动专业艺术资源转化为社会美育资

源，以“全民、全龄、全域、全时”的美育服务提

升市民审美素养和城市艺术品位、文明程度；

江苏省成立江苏省学校美育协会，助力美育

持续推进。

美育浸润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既需要建

构相应机制和环境，又需要持续深入、久久为

功。由此，方能使人们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 ，使 中 华 民 族 尽 显 东 方 风 雅 、走 向 伟 大

复兴。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美育研究院院长）  

以大美育浸润美好心灵
宋修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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