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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2019年度全国高校招生美术类专业的省级统
一考试接近尾声。从各大媒体的报道看，今年报考美术
专业的人数，较之往年又有新增长。这些报道透露了很
多信息，比如如何看待美术专业学习，以及如何理解美
育的重要性。

近年来，通过学美术考大学似乎成为一种潮流。诚
然，在全社会对美好生活有着广泛诉求的时代背景下，
美术学科也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浩浩荡荡的美术高
考大军中，不乏真正热爱美术专业的考生，同时也要看
到，很多考生也有其它权衡和考虑。有的考生选择学美
术，完全是家长的一厢情愿，有的考生和家长认为学美
术是上大学的捷径，因为高考文化分数低，美术专业突
击学一段时间，考大学不成问题。还有一些高中，为了
提高升学率，专门成立美术特长班，对那些文化课程学
习偏科的学生进行动员，从高一开始就针对性教学。

因此，不少考生处于美术技能学习的初阶，眼里只
有“美术考试”，看不到美术的“全景”。笔者在一些美
术培训机构看到，老师对学生的辅导，例如对于画好五
官、画好一双手，似乎有着现成的教学“模板”。而这最
大的害处，是捆住了学生的绘画思维。仅仅从美术本身
来看，如果停留在“画得像”“考高分”的层次，对于广
阔的美术世界而言，还只是一个开头。按部就班、一板
一眼是美术的大忌，美术作为艺术，最后比拼的是独特
的创造性、超群的想象力和个体的思想性，还需要终生
学习，可谓艺无止境。

从高校美术专业设置看，当前很多高校为了实现学
科的综合发展，纷纷开设了美术类专业，但是，由于历
史和现实原因，各高校的美术学科水平并不均衡。多数
非专业性美术院校，美术学科建设起步较晚，人才培养
方向和目标还不够明晰。一些对美术缺乏浓厚兴趣的大
学生，在进入高校美术类专业学习之后，求学态度模
糊，有的甚至厌学。总之，选择学习美术专业，兴趣爱
好是前提条件和重要因素，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一个人
在美术之路上能走多久、能走多远。

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某种程度上对于美育的重视，
怎么提倡都不为过。美育与美术不可分割，美育的宏阔
思想引领美术专业的航向，美术专业的发展充实着美育
的广度深度。虽说不可能人人成为美术家，报考和学习
美术专业需三思而行，但人人都需要美育素养。应试教
育导致我们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往往忽视了美育。培养审
美素养，迫在眉睫。美育具有丰富的内涵，简单地讲就
是审美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并列，同
时又是社会、学校、家庭，利用审美活动本身所具有的
感染人、影响人、陶冶人的特点和功能，对人进行心灵
塑造的教育活动，目的是塑造人们的美好心灵，使之和
谐、均衡、健康发展。

在我国古代，美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乐教”与
“诗教”，对人起着熏陶、感化的作用，影响人们的价值
取向。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蔡元培是倡导现代美育的
第一人，率先引入“美育”一词，强调美育“以陶养感
情为目的者也”。王国维则干脆将美育与德、智、体三育
并称“四育”，可见美育在他看来是何其关键。历史和现
实告诉我们，美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乎人的全面
发展。如果缺少了审美教育，教育是不完善的。文明程
度越高的社会，对美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如何开展美育？笔者认为，从社会教育的角度看，
要广泛弘扬积极健康先进文明的文化理念。从家庭教育
的角度看，长辈和父母的优良品行，对于后辈具有潜移
默化的作用。另外，还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不搞攀
比，远离奢侈，崇尚节俭朴素。从学校教育的角度看，
要大力开展中华传统美德教育，针对学生兴趣爱好，进
行美术、音乐、影视、戏曲等艺术门类的教育，不断提
升艺术鉴赏水平和审美能力。总之，美与真为伴，美与
善同行。

1月14日，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胥坝乡群心村墨香四
溢，“同心同书·祖国新春好”书法文化惠民公益活动——
送万福进万家走进铜陵活动在这里举行。十二届全国政
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中国书法家协会分
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洪武等书法家们挥毫泼墨，一副
副寓意吉祥的大红春联和“福”字让群众爱不释手。当天
书法家们共为群众书写赠送“福”字和春联千余副。苏士
澍等还前往烈士后代和困难群众家庭看望慰问。同期还
举办了中国书法志愿服务公益大讲堂。

此次公益活动由中国文联、中国书法家协会和安徽
省文联共同主办。中国书协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送
万福进万家”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文艺志愿服务工
作，送欢乐下基层，受到各地群众的欢迎。

（童 欣）

明亮灿烂的色彩、寓意吉祥的图案，一幅幅精
美的木版年画描绘着人们对新一年生活的期许。
临近农历新年，深圳美术馆举办“春从画里归——
民间木版年画艺术展”，展出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
风格的山西绛州木版年画，给深圳市民送上年味十
足的艺术盛宴。

深圳美术馆坐落于深圳市罗湖区东湖公园深
圳水库风景区内，始建于 1976年，当时名为宝安县
社会主义教育展览馆，简称为深圳展览馆，是深圳
最早的艺术品展览机构。1987年改为深圳美术馆。

南下深圳展览成为热潮

2018年11月20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2018
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活动”11 个优秀项
目，深圳美术馆策划实施的“见字如晤 纸短情长
——深圳美术馆典藏现代书画艺术大家信札暨精
品展”赫然在列。2017年深圳美术馆策划的“美术
菁英在深圳——现代书画艺术大家创作影像纪实
暨典藏作品展”就曾获得该项殊荣。

“美术菁英在深圳——现代书画艺术大家创作
影像纪实暨典藏作品展”展出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朱屺瞻、唐云、应野平、启功、赖少其、程十发等著名
书画家在深圳美术馆现场创作的全程纪实录像、馆
藏作品以及相关历史文献。

而在“见字如晤 纸短情长——深圳美术馆典
藏现代书画艺术大家信札暨精品展”中，参观者可
以看到蒋兆和、唐云、关山月、邵宇、宋文治、吴冠
中、黄胄、周昌谷等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近70
位艺术名家与深圳美术馆的往来信札141封以及部
份馆藏精品。

一张张泛黄的信纸、一行行或短或长的文字，
这些名家信札虽然都是只言片语，但字里行间一些
问题的讨论，甚至一些特殊的措辞和表述，都记录
和反映着一个时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呈现了改
革开放初期深圳美术活动的生动画卷。

例如，1980 年，深圳展览馆举办“吴冠中作品
展”，在与雷子源馆长的书信来往中，吴冠中就展览
目录插页作品《鼓浪屿》印刷的色彩问题进行了商
榷。1981年，深圳展览馆举办“蒋兆和画展”，从蒋
先生与雷子源的7封书信中可以看到，展览的文献
部分是由蒋老自己亲自准备，展览馆设计的海报则
需要从深圳寄到北京由艺术家本人进行确定。又
如在赖少其1984年的书信中，可以看到画家对于装
裱装框十分讲究与重视，对展厅布局也非常熟悉，
因此在信中对作品展示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通过录像、信札、作品、文献等多样的视觉呈
现，这两大展览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美术菁英
与深圳这座城市特殊的书画情缘，从中可以看到改
革开放初期深圳活跃的文化交流活动及艺术市场
萌芽时期的特殊面貌。

“深圳特区的成立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的事
件，近代以来的广东不同的时期都领风气之先，而
由当年毗邻香港的小渔村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试
验田的特区，也为这一时期中国画的发展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现任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陈履生认为，
深圳展览馆占地面积仅 5500 平方米，建筑面积仅
2800平方米，却在一个时期之内成为中国美术的热
点所在。在经受文革磨难的老画家北上为中国画
创作组画画的时候，南下深圳展览则成为这一时期
的热潮。深圳展览的意义不仅仅在展览，而是面向
港澳和海外的展示，同时经由深圳到香港展览，并
通过成熟的香港艺术市场卖画，填补这一时期国内
艺术市场尚未起步的空间

国外和港澳同胞组团参观

上世纪 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刚刚萌芽，南国深
圳已经绽放了文化的第一抹新绿。1976年12月深
圳展览馆开馆并举办“广东省美术作品展”，这是深
圳举办的第一个美术展览。此后，深圳展览馆很快
就成为中国艺术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这座新兴
城市里自由而热情的艺术氛围，也吸引了一批又一
批当时在国内最负盛名的艺术家来到深圳。

值得注意的是，1977年5月23日，“北京荣宝斋
木版水印暨书画原作展”在深圳展览馆开幕。香港
美术界纷纷组团前来参观，观众在这里看到了久违
的大师新作，香港的报刊纷纷报道称赞这次展览。

1987 年 7 月 19 日，深圳展览馆更名为深圳美
术馆，李可染先生手书馆名

见字如晤 纸短情长——深圳美术馆典藏现代书画
艺术大家信札暨精品展

1981年，“蒋兆和画展”在深圳展览馆举行。图为
外国友人参观蒋兆和于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巨幅作品

《流民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流民图》首次展出

深圳美术馆
收藏的美术家作
品。左图为李苦
禅作品。下图为
吴冠中作品

翡翠动画制作公司成立签约仪式

建馆40多年来，深圳美

术馆利用特区“文化窗口”的

独特作用、毗邻港澳的地理优

势，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积

极推进海内外艺术交流，见证

了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到现代

国际大都市的蜕变，也见证并

助推了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

云蒸霞蔚渐成大观
吕绍刚 李原原

深圳美术馆

陈华文陈华文

“送万福进万家”走进铜陵

慰问群众慰问群众

1979年黄胄画展吸引不少外宾前来参观

1986年的深圳美术馆，很多外宾参观1986年的深圳美术馆，很多外宾参观

深圳美术馆外景

②

展览吸引观众18301人次，其中港澳同胞4635人。
“早期的展览举办时影响非常大。那时，深圳是

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华人特别是香港同胞入境首选之
地。”现任深圳美术馆馆长张燕方回忆说，当时很多
外国人和港澳同胞会在香港组团来深看展，一个团
四五十人，深圳展览馆有时一天能接待好几个这样
的团。

此外，当时深圳展览馆举办展览不但可以供游
客参观，还可以销售作品。“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服务
部，标上价钱，销售名家的作品。那是上世纪 80 年
代初，吴冠中的画稿酬100元三幅，蒋兆和稿酬50元
一幅。”张燕方说，这样的价格对华侨和外国人来说
非常便宜，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北京荣宝斋木版水印暨书画原作展”之后，深
圳展览馆相继举办了“明清以来广东书画展”“人民
美术出版社书画原作展览”“江苏省上海市中国画、
版画联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藏画、原作、书籍展
览”等一批以弘扬传统中国艺术的大型美术作品展
览，参展的作者包括如吴作人、李苦禅、李可染、蒋兆
和、吴冠中、黄胄、启功、黄新波、关山月、黎雄才、王
肇民、朱屺瞻、唐云、赖少其、关良、程十发、谢稚柳、
沈柔坚、亚明、宋文治等，众多国画大师在这里“复
活”。此外深圳展览馆还举办了黄胄、吴冠中、蒋兆
和、邵宇、朱屺瞻、黄新波等艺术名家个人画展。

1977年的秋天，深圳火车站迎来了吴作人、谢
稚柳、亚明、宋文治等一批美术界的客人。他们白天
在沙头角、梧桐山下的乡间小路上画速写，晚上能看
到香港的电视。眺望着深圳河对岸灯火辉煌的繁华
都市，他们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艺术家们在深圳
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迸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

后来，老一辈著名画家如李苦禅、蒋兆和、朱屺
瞻、程十发、吴冠中、唐云、赖少其等都曾亲临展览
馆，将自己的绘画技法录像，连同珍贵的作品留给深
圳展览馆收藏，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他们对特区美术
建设事业的支持。此后多年，很多在中国当代画坛
赫赫有名的名字都和这块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
们不仅频繁参加这里的艺术活动，还为深圳美术的
发展出谋献策。其中，宋文治、唐云还在深圳买房安
居，陆俨少甚至把户口也迁来深圳，成了真正的“深
圳人”。

文化体制改革创新领风气之先

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示范区”，秉持着
“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深圳在上世纪80年代做出了
一系列石破天惊的大胆改革。当时的深圳美术馆作
为深圳重要的文化机构，在特区早期的文化体制改
革创新上担当了重要角色。

1981年，深圳展览馆与香港博雅艺术公司合作
开办深圳博雅画廊，这是全国首家内地与香港合作
开办的文化企业。此后多年，在中国内地还完全没
有艺术市场的情况下，博雅画廊充当了艺术经纪人
的角色，组织中国传统艺术品在海外展览和销售。

1985年由著名画家程十发牵线搭桥，深圳展览
馆与香港无线电视广播公司合作，成立了内地第一
家深港合资动漫企业——翡翠动画制作公司。作为
内地最早的动漫代工企业，翡翠动画高水平的动漫
制作备受国际动画界的认同和推崇，为推动中国动
漫事业迈向国际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亦为中国动
漫行业兴盛奠定了大量专业人才的坚实基础。

建馆40余年来，深圳美术馆从最开始仅具有单
一展览功能的“深圳展览馆”，逐步发展为集展示、收
藏、研究、推广、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美术馆，不
仅策划主办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艺术名家个展、联
展，还承接举办了第七届全国美展·水彩粉画展、第
十二届全国版画展等国家级学术大展。

2001 年以来，深圳美术馆把“关注当代都市艺
术，关注本土艺术”确立为自身的学术定位，逐步形
成了以国画名家经典、中国当代艺术、深圳本土艺
术为代表的三大特色收藏体系，确立了在当代都市
艺术领域和水墨现代性转化发展领域的学术地
位。同时通过收藏郑中健、何煌友以及历年深圳摄
影家获奖作品，建立起了建国以来深圳地区城市发
展的完整影像谱系。

如今，深圳美术馆新馆建设已经启动，被列入重
点规划建设的“新十大文化设施”，将建成集美术展
览、艺术收藏、国际文化交流、人才培养、公共服务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美术馆。深圳美术馆
也成为深圳城市发展史上的独特记忆者、见证者。

关于美术专业

报考热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