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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当您翻开《甘肃学校美育》这本立足富有悠久历史文化

传统的甘肃 , 面向全国、面向未来的崭新期刊时，我们在“美”这一具有深厚

历史和现实内涵的主题下结缘了，我们也将共同踏上一场以美育为航标的文化

之旅，感受美的润泽，品味美的芬芳。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这纷繁复杂的多元文

化时代，这一理念是多么深刻和独到，这无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智慧的

表达。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分子，我们怀揣对美的热爱、对文化的深思，倾注心血，

创办了这本专为青少年打造的《甘肃学校美育》。我们的宗旨不仅仅是呈现美

的文化魅力，更希望通过美育的力量，提升广大青少年美的素养，滋养美的心

灵，涵养美的品位，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和创新精神，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

在这个快节奏的信息时代，无数力量在驱动着人们不停奔跑，以致忘却了

什么是美。美不仅仅是描绘在画布上的艺术，更蕴藏在生活中、自然中。《甘

肃学校美育》将为你们呈现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学、音乐、文化等各个领域的

美的风采，展现几千年来孕育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瑰丽。

美育，是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传递着先辈们的声音，召唤着将

来的理想和信念。在此，让我们静心凝神领略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汇集起赓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磅礴力量。并在这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

在未来的道路上，以更加宽厚的胸怀、更加宽广的视野，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

世界的多样性，让爱国主义情怀和文化自信更加深沉。

《甘肃学校美育》将与大家共同探索、共同成长，让美育之光照亮前行的路。

愿我们能够保持一颗清澈、宁静、充满爱与美的心，在向美而行的征程中共同

成长、共同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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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论美  
Gan

 Su Xue Xiao Mei Yu

2017 年，清华大学前校长邱勇院士在新生入

学的开学典礼上，殷切地期望同学们“与美相伴，

向美而行”。每个民族、每种文化、每个人心中

都有对美的向往，因为发现美才能找到真，真理

在美的背后。只要人类有对终极真理追寻的欲望，

就离不开向美而行。通常说艺术是表达情感的，

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其实艺术和科学都是由崇高

的情感通向真理的。人们以为科学是客观的，艺

术是感觉的，其实艺术与科学都是人为的心物合

一的创造。还有误传：“调皮捣蛋学体育，花花

公子学文艺。”其实艺术是通往真理的另一条路。

艺术是通往真理的另一条路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

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

而求以合当时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

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

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

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

而非一时之功绩也。

	 	 	 																	——王国维

美女的美、鲜花的美、高山流水的美……都

不属于艺术的美。

塞尚也说，我们所看见的一切现象里没有什

么可以停留下来的，我们的艺术必须赋予它崇高

的永恒性。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老庄都主张远离现象界。因为现象界是一个庞杂

纷乱的世界，眼耳鼻舌所感觉到的还只是一个千

差万别的零乱现象，掩盖了整体统一的本质。“画

即道”“与易象同体”。石涛曰：“人为物蔽，

则与尘交。人为物使，则心受劳。”爱因斯坦说：“可

观察的世界并不存在，我们所观察到的还不是世

界”。美，深藏自然和人性最深处，看不见、摸不到、

听不着，微妙又微茫、有序又无序、简洁又纷繁，

存在于科学、艺术、哲学各个领域，引领我们短

暂的人生，进入生命的奥秘。

科学家说：“美哉！真理之源。”

艺术家说：“找到美，因为你遇见了真。”“真，

即是美。”

哲学家说：“美是自由的形式。”“美是作

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的方式。”

诗人说：“任何美都包含某种永恒的东西和

某种过渡的东西，即绝对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

古人言：“美，善也。”美，真理的光芒，

不可能直接接近，人类将用一生去追逐。美，道

真也，“故学者求习道也”。艺术家旨在以美好

向美而行     刘巨德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刘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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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从自然现象界感悟道，想象道，模仿道，

以神法道，替天行道。美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

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是逆流而上的，也是回

归的；是有情的，也是无情的；是人为的，也是

顺其自然的；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无用

又有大用。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美。美由文化、时代、自然、

个性、情感和学养所孕育。美感是个性的、也是

共性的，有情、亦无情，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美感。

美感是自我的觉醒，也是人生最大的智慧和力量。

美感不是别人给予的，美感是多样的、未知的，

也不是所有人能穷尽的。艺术家常常是颠覆规矩

颠覆美感标准的人，同时也是与传统共生的人。

经典范例永不过时，需要我们尽心阅读、品味、

拥抱和敬畏。美观是无尽的、变化的，面对的未

知的道是不变的。

现象界的美是找寻真理的踪迹

李政道先生告诉我们：“物生道，道生物，

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之艺，物之道。”

人类每一张面孔、每一个表情和动作都隐约

透出太极的转动，在艺术家眼中，人非人，美女、

乞丐、老人、儿童、鲜花、枯树、人与万物都是

道的现身，都藏有天地之大美。

生命有源头，无为万物之始，有为万物之母。

“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真正

的自然不在表面，而在其深处。各种色彩皆是这表

面与深邃处的表现，它们启示世界的根源。

东方的艺术家面对自然万物抱着听，听之以

气，而非观之以表。沈周曰：“窗前雨后眼如月，

自我心生物自活。”那里有夜的魔术师，一切浑然

整一，边界模糊。情与物都以抽象的空间的膨胀呈

现，有限而无边。含道映物，心海如镜。无心、无

欲、无物、无我、无为、无预设、无功利、无分别，

真与美才会降临。

浑沌美神的呼唤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

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

倏与忽谋报浑沌之恩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

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

沌死。”（《庄子·内篇·应帝王》）

浑沌不可改造

人以知识、权力改造自然，注定是失败的。美

育不是改造他人，是尊重、保护每一个人审美的自

由与独立。绘画有自己的生命，它与自然和人类是

平等的，它也不可改造。绘画旨在“以一管之笔拟

太虚之体”，本质上是抽象的、有限的模仿浑沌。

红草地 纸本水墨设色 69cm×137cm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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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山上的阴阳湖 纸本水墨设色 180cm×83.5cm 2023 年

雀鸟灵光 纸本水墨设色 145cm×363cm  2016 年

浑沌呈内直觉

在浑沌心中，眼耳鼻舌之感官所知觉的一切，

还属于现象界，没有进入对自然世界本质的体认。

面对万物，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非观之以心

而听之以气，非目视而神遇。绘画旨在以看不见

的道，画看得见的物，以看得见的物，画看不见

的道。

浑沌无分别

浑沌为整一，无分别，无界限，这是道的视

野。“不同之同为大”，科学家、艺术家、哲学

家都有这种大视野、大胸襟。在浑沌心里，万物

齐同，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别。在画家眼里，

一个草垛和一座皇宫、一筐土豆和一个人的肖像

没有什么高下之别。画的好坏，不在于题材之大

小，也不在于所画之物是贵是贱；也不能以科技

应用多少判优劣，科技的进步不等于艺术的进步，

艺术天生没有进步性。正如铁锤与羽毛超越尘世，

在月球上无轻重、无高下，同速降落。

浑沌至善

以美好的情感去创造美好情感的才能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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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根 纸本水墨设色 44cm×69cm 1997 年

浑沌顺其自然，没有界限，不改造他人，这是最

大的善。浑沌的世界，万物齐同，无贵贱，无高下，

正与反，成与毁复通为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贵于慈、俭、不争先。

向美而行就是向未知而行

没有预设，没有标准，没有中心，没有方向，

没有是非，美是多样的、个性的、创造的、超越

功利的、冒险的、特殊的、走向永恒的，属于盲

视性的、诗意的想象。正如毕加索所言：“不是

我画画，而是画让我画。”艺术家常常坐在魔镜

里看世界，不戴有色眼镜，不为人干扰，一切在

流动的不确定中，意外生成。一条曲线的抽象状

态是什么、不是什么，有着多种可变性和多义性。

每个人心中都有美感的呼唤，如鲁迅的《过客》。

每个人都是寻美的过客。

以看不见的去画看得见的。艺术在于创造某

种关系，代替原有的关系，抽象的关系代替具体的

关系。恒常的关系代替变化的关系。艺术中的天性、

天时、天道，已成为艺术史未知的谜。

艺术不是知识，她通向未知，出现在常知、

常理外，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温暖而陌

生。在自然深处，艺术家期盼与自己看不见的灵魂

相遇。

永恒是不变的，创新是流变的，未来的美、

未知的美与古老的永恒相连，所以中国画称之为

“知常而变”。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都是时代

的产儿，忠于艺术真与美的奴仆。夸父与日逐走，

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

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是

神话，也是人类追寻光明，追寻真与美的精神象征。

（本文是作者 2023 年 9 月 11 日为清华大学研究

生新生所做的讲座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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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大也，煌盛也

汉书云：“敦，大也。煌，盛也。”

敦煌，意为盛大辉煌。敦煌是多

元文化融汇的交汇点，中国、印度、

希腊、伊斯兰文化在此相遇。季

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

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

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

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

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

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

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壁

画深受地域、政治、经济、文化、

民俗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元

文化融合的特征。

“此舞只应天上有，

人间难得看几回”

敦煌舞蹈源于敦煌壁画，是

中国古典舞流派之一，敦煌壁画

中的乐舞，上起十六国，下至宋

元，绵延近千年，反弹琵琶乐舞、

腰鼓舞等均为其代表性形象。敦

煌舞蹈所蕴含的文化基因与艺术

审美都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质，

它不仅是古代壁画乐舞形态与思

想的再现，更是对敦煌文化、中

国传统审美的深度探究，是历史

与现代的对话，是传承与创新的

相视。

以丝绸之路与敦煌壁画为素

材创作的舞剧《丝路花雨》颠覆

了时代审美认知，使“敦煌舞”

在传承和创新中诞生。它博采各

满壁风动 美美与共 李婷婷

莫高窟第 112 窟 初唐 反弹琵琶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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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民间歌舞之长，集霓裳羽衣舞、印度舞、黑巾舞、

波斯马铃舞、波斯酒舞、土耳其舞、盘上舞等各

种舞蹈艺术形式于一身，再现敦煌文化的博大精

深和古丝绸之路上繁荣昌盛的大美景象，让世界

记住甘肃，记住敦煌。

满壁风动

敦煌壁画中的乐舞形象分为“天乐”与“俗

乐”，“天乐”主要表现天国极乐世界充满神奇

色彩的乐舞场景，是在西域与中原文化影响下形

成的具有夸张艺术特征的乐舞形象。“俗乐”则

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写实性的乐舞场景。作为天

乐中的典型乐舞形象伎乐飞天，常以不同伎乐形

象出现于舞蹈之中，例如：琵琶伎乐、腰鼓伎乐、

笛子伎乐等等。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多以飞动之势绘于壁

画之上，舞蹈中通过借助飘带与失重倾斜的形态

表现静态壁画形象，不仅是对壁画本身单一形态

的复原，更是对其图像内容的丰富与扩充，达到

虚实相生的审美意境和审美体验，呈现飞天“满

壁风动”“寓动于静”的艺术效果。

莫高窟第 329 窟  初唐  伎乐飞天 

仰身起落式  《敦煌舞术语词典》插图 《迦陵频伽与长绸》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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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 401 窟  初唐  持钵菩萨

舞剧《步步生莲》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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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姿静柔

敦煌舞情感表达内敛含

蓄，以柔美为主导，受中国传

统文化的影响，以“静”显唯

美、以“柔”显儒雅。以身体

各部位配合而形成的“S”型

曲线为其典型特征，主要通过

肋、胯、膝等部位进行反推移，

完成冲肋、出胯、提胯、推胯、

屈膝、探腮等动作配合而形成

不同形态的曲线。以其柔和、

直角、S型、四道弯、五道弯、

拧身等多种曲线形式，达到其

身姿静柔之美，呈现出典雅内

敛的中国审美特质。

家国大爱

敦煌壁画中的乐舞并非

为了舞蹈而舞蹈，而是与其思

想主题一致的。其中不乏譬喻

故事画，以连环画类型讲述，

多为寓意深刻的寓言，内容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鹦鹉被古

人视为“天命之兆”，有英明

神武之意，性辩慧而能言兮，

才聪明以识机。作品《莲上鹦

鹉》以莫高窟第 45 窟观无量

寿经变图中“莲上鹦鹉”图样

为创作缘起，通过鹦鹉静谧之

态、生活之见、神性之醒、

灵性之现，体现出其从小我

至大我的蜕变，传达自强不

息、大爱无疆的中国传统文

化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

究院座谈时曾说道：“敦煌文

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

结晶。”“敦煌文化展示了中

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回顾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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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身起落式  《敦煌舞术语词典》插图 

《莲上鹦鹉》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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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只有中华民族这样的具有

开放包容胸怀的民族，才会容

纳世界不同文明在此交融交

汇。今天，我们要铸就中华文

化新辉煌，就要更加积极主动

地学习借鉴优秀文明成果，做

好敦煌故事讲述人，传播中国

声音。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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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的花鸟画家中，赵昌自成一派。他画花

卉是写生，与徐熙的写意不同，与黄筌的工笔也

不同。由于当时徐、黄两派画法影响极大，所以

他以写生为主的新画法不为一些文人所重。然而

赵昌学习绘画的方法其实是十分正确的，这种以

实物为范本，运用自己绘画的天赋和技术来作画

的态度创立了花鸟画坛上的写实派。这种写生画

与画山水的画家倡导“以自然为师”的理论是一

致的。

赵昌所画的花果，得到了“写生逼真，时未

有共比”的赞美。他喜欢画折枝，偏于没骨一路，

有人赞赵昌的这种画法“旷世无双”。赵昌作画

精于晕染，明润匀薄，特工敷彩，色若堆起，惟

笔迹较为柔弱。其画形象准确生动，风格清秀，

在宋代花卉画中独具新面貌。在当时的影响还是

很大的，师法于他的人也不少，南宋孝宗淳熙的

画院待诏林椿，所作花鸟便是以赵昌为师，赵昌

稍后的易元吉也是受到他的启发才在写生方面获

得很大成就。

赵昌作画特别注重观察写生。早年学画期间

就常常早起，趁清晨朝露未干之时，边观察边调彩

作画，他喜画折枝花卉，技法上妙于敷色，以形传

神，能将所画对象的特征、情态，描绘得惟妙惟肖。

传世之作如：《杏花图》《粉花图》《写生蛱蝶图》

《四喜图》。《写生蛱蝶图》便是赵昌根据其对自

然界中的花卉、草虫、粉蝶长期细致观察和写生，

写生蛱蝶图细品“写生赵昌” 燕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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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花草、虫蝶的生长规律及习性特征琢磨得烂熟于胸后所作的。

画卷上无作者款印。尾纸处有元代冯子振、赵岩题诗，明代董其昌题跋及清代

乾隆帝御题诗一首。钤宋贾似道“魏国公印”“秋壑”“台州房务抵当库记”（官

府印），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之姊鲁国大长公主“皇姊图书”，明“典礼纪察司

印”（洪武时官印），清梁清标“蕉林居士”“棠邨”及清乾隆、嘉庆帝收藏印。

因董其昌在该图上题跋：“赵昌写生曾入御府，元时赐大长公主者屡见冯海粟跋，

此其一也”，遂将此幅作品定为赵昌所画。

图绘群蝶恋花的田园小景。轻灵振翅的蛱蝶起舞于画幅的上半部；秋花枯芦摇

曳于画卷的底边。在物象表现上，作者用双勾填色法画土坡、草丛、蛱蝶。其勾线

富于顿挫和粗细变化，墨色亦有浓淡轻重之分，敷色积染多层，特别是蛱蝶的翅翼

更因积染而色彩浓艳厚重，从而与主要以植物色染就的草叶形成“轻”与“重”的

对比。图中蛱蝶的形象最为传神，作者逼真地刻画了蛱蝶之翼薄如绢纱的质感、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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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斑斓的花纹和蛱蝶细如发丝的根根须脚。传神的

笔墨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写生功底，使本图成为研究

古代蝶种的形象资料。作者不愧有“写生赵昌”的

美誉。

图中各物用笔遒劲，逼真传神，设色清丽典雅，

清劲秀逸。作者用墨笔勾秋虫河草，形象准确自然，

风格清秀，与黄筌的富贵、徐熙的野逸有很大的不

同。开着的几朵小花用笔简率，变化自然，双勾、

晕染绘近处花卉的阴阳向背，看上去，花儿们似乎

正在秋风中摇摇曳曳，给人一种动态的美感。蚱蜢

和蝴蝶，作者用笔十分精确，晕染出不同质感：

蚱蜢的翅显得坚硬厚实，而蝴蝶的翅则显得柔软透

明，粉状物布满全身。附在枯木上的蚱蜢虽然紧闭

双翅，但像是对空中飞舞的蝴蝶非常羡慕，一副要

跳上天空的样子；而蝴蝶向下俯望着，似乎正在对

这只根本没能力飞上天空的蚱蜢调笑着。画面有一

种纯净、平和、秀雅的意境和格调。

现代学者型画家胡石评价：“北宋赵昌师法黄

筌，重视写生，他有幅作品《写生蛱蝶图》，有蚱

蜢和蛱蝶，也非常生动。”该画作设色明快柔和，

线条简练，变化丰富，突破了北宋花鸟画院体的束

缚，丰富了花鸟画的技法，形成了一种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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