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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戏曲进校园”活动蓬勃开
展，极大促进了戏曲艺术在广大学子中的普
及传播。全国政协委员，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党
委委员、副院长苗洁一直致力于戏曲教育和
戏曲普及，在欣喜于“戏曲进校园”成果的同
时，她也发现，“戏曲进校园”的力度还有待加
强，如目前相关活动形式多为戏曲院团、院校
进校开展戏曲演出、讲座，一般每个学生每学
年仅有一次在校欣赏戏曲艺术的机会。

“戏曲艺术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
者、东方美学典范，是美育的重要方面，应担

负起美育的责任。”为此，苗洁建议，开展“戏
曲经典剧目进课本”工作，通过深入实施美育
教学教材研究和科研活动，结合教育规律和
人才成长规律，根据不同阶段学生年龄、身心
发育等特点，遴选一批思想性强、艺术性高的
戏曲经典剧目，进课本、进教材，同时加强课
程实施的综合性，夯实课程基础、创新教学方
法、丰富课程资源、提高教学质量，让戏曲经
典剧目真正进入课本、走入课堂、来到学生身
边，以实际行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
戏曲传承发展。

苗洁：以戏曲艺术推动美育发展
本报记者 谢 颖

传承发展好戏曲艺术，需要一大批理论
研究人才和实践创新人才。已故戏曲理论家
张庚先生曾说：“中国戏曲是一种优秀的艺
术，它的表演体系独具特色，但是长期以来口
传心授，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曲学院党委
副书记、院长尹晓东认为，新时代新使命，无
论是对戏曲艺术的理论阐发，还是提升戏曲
表现社会生活的能力和手段，都急需一批既
有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又有跨学科的知识
结构和人文素养的戏曲拔尖创新人才。然
而，当前制约戏曲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仍然存
在，如对戏曲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具
有的独特作用认识不足，戏曲人才培养不能
满足时代的需要，戏曲行业的特殊性没有受
到足够重视，以及现有戏曲学科专业博士授
权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尹晓东表示，要充分认识培养高层次戏
曲人才的重要性。要以新一轮学科专业目录
调整为契机，以培养戏曲拔尖创新人才为目
标，下大力促进戏曲艺术传承发展，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新版学科专业目录调整
旨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博士授权单位
申报中，应突出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给予戏
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更多政策支持。要更
多考虑戏曲教育特殊规律。在各类综合评议
的同时，加强分类考评，对真正在研究、传承、
发展、创新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在行业贡献
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专业院校，优先考虑
给予其博士学位授予权。重点加强戏曲专业
学位博士人才培养。提高戏曲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质量，以新的人才培养成果让中华文化
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

尹晓东：大力加强戏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本报记者 杨 雪

3月20日，由中国美术学院、生态环境部
环境规划院（美丽中国建设研究院）主办的

“大地之歌·2024美丽中国纪事”展览在北京
开幕。展览通过协作网络以“感知地理”作为
方法，探测出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100个
美丽中国文化实践的生动案例，呈现出一个
文献索引系统，指向和连接着一群人真实的
生产和生活，导向广阔大地上经年累月的落
地实践。

“美丽中国年度纪事以‘大地之歌’为名，
正是希望以中华大地上的真命题、真实践，丰
富对美丽中国的理解与认知，在时代发展的
大现场中激发一种生活的艺术、社会的艺术、

人人的艺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留下美丽
中国的历史刻度。”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表
示，这些案例都以文化艺术为动因，如果说文化
艺术的内核是创造力，那么创造力必须在真实
的社会现场展开；这些案例都具有相当的持续
性，唯有可持续的才是科学的、现实的；这些案
例不只有美学品质，更要有伦理价值。

高世名认为，“美丽中国”不但需要外在的
条件和基础，而且需要内在的心灵建设，心灵建
设更需要文艺工作者的参与和投入。希望越来
越多的艺术家投身于时代发展的最前线去实现
自我价值和艺术价值，推进艺术教育成为一种
扎根中国大地、融入社会进程的“有为之学”。

高世名：讲好文艺助力“美丽中国”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 丽

近年来，随着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电
影市场的竞争更加多元化，不仅推动了电影
产业的创新和进步，也为观众带来了更加丰
富多彩的体验。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电影导
演霍建起认为，互联网与电影的深度融合、
加速赋能，对提升电影市场热度、加快市场
信息传播速度、扩散观众观影感受等方面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对电影市场是有很大推动
和帮助的。但是，互联网蕴含巨大流量、多
元价值，也给电影的舆论环境带来不小挑
战，有些不好的现象也值得关注。

因此，他建议，一是强化网络平台的主体
责任。互联网平台作为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协
助治理影响电影市场的一些网络乱象也应积
极担负起主体责任，要及时对平台上出现的

恶意扰乱电影市场秩序的不良行为采取干预限
制措施，为净化电影舆论环境贡献力量。二是要
引导网络用户尤其是年轻人增强法制观念，树
立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的认知，不得任意对他
人造谣诽谤、侵害权益；电影从业者也要以法律
为武器维护影片和主创人员的合法权益，同时
更要加强行业自律，奉行公平竞争原则。三是要
加强培养善意的舆论平台，营造健康的评论氛
围，因为电影与观众如鱼水相依，真诚、专业的
评论才能与电影创作相互砥砺。霍建起表示，电
影评论家和学者应通过专业评论提升观众鉴赏
能力与审美品位；主流媒体要起到带头作用，让
专业评论与大众评论相互交流、交融；电影创作
者也应放下包袱、直面批评，坚守文化自信和艺
术自信，创作出更多受观众欢迎的精品力作。

霍建起：营造良好的电影市场竞争机制
本报记者 郭海瑾

刚一到龄，就办好了“北
京通”，卡片正面印着照片、
姓名、出生年月及银行、二维
码、芯片等图案和数字信息，
还标明是北京市民政局制发
的。背面蓝色网纹中间是一颗
白心包着的红色天坛图案，里
面还嵌着“北京”两个白色美
术字，天坛图案下面分三排写
着：“北京市社会服务通养老
助残卡”几个好认的黑字。

据说，这个“市政交通一
卡通”挺好使，可这两年还一
直没机会用。

这天中午，合上政协书友
推荐的《东晋门阀政治》，走
出机关到街道散步。路经不远
处的公交车站时，忽生一念：
下午不开会，何不试试那个

“一卡通”？一摸兜里刚好在，
这时一辆7路车驶进站来，便
随着从前门上了车。

上车后，前面小伙子拿出
卡，在车厢入口竖立的长方形
设备上边贴了一下，设备就说
话了：“刷码成功！”小伙子便
走往后区找座。我也摸出卡，照
他刚才那样也贴了一下，设备却
没吭声，又比画一下，还是没动
静，一时有点儿懵。旁边的保安
抬起头努努下巴：“你那卡，刷下
边！”仔细一看，长方设备分三块
儿，中间的数字屏幕隔开上下两
个黑色区域。拿卡贴近下方黑区，设备果真也说话了：“敬老
卡！”一喜，踏实了。

公交车内比以往的干净宽敞许多，驾驶室是玻璃围起
来的，每当到站停车开门，车内就自动广播：“刚上车的
乘客请扶稳坐好”，跟车保安特别叮嘱抱孩子的妇女坐定
后，车子才缓缓启动。

保安是个矮个儿敦实的中年人，一身黑帽黑衣黑裤制
服，不太合身，背上一行白字“乘务管理员”，右臂上套
着从肩章挂下来的红袖标，上印黄字“安全巡查”，胸前
还挂着一个塑料牌“公交乘务管理员临时证”，车开动
后，他就站在驾驶室后一直凝望着窗外。

公交车穿过长安街向南驶过新文化街，拐进西绒线
胡同，马上想起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刚到北京进机关
上班那会儿，还来胡同内一个内部书店买过书，记得附
近好像还有个“三味书屋”。尽管工作单位离这儿并不太
远，以后工作繁忙，上下班又不在一条线上，一晃多年
都没来过了。再经过一十字路口，能看到街边人行道墙
上“文明是城市最美丽的名片”“文明旅游我最美”“和
为贵”等大字标语。

车近友谊医院，前门一开： “敬老卡”“敬老
卡”“敬老卡”……一连上来好几位年纪更大的老年人，
有位老大姐后面的照护人还推着个轮椅，我不由自主站
起身来让座。“哪位给让让座！” 一直不开口的司机这
时也在前面大声喊了一句。刚走进车厢的一位老哥看我
一眼：“甭客气，您也老人了。”

车站橱窗里公益广告很吸引人：浅蓝底色的橱窗，
三分之二面积上写着一排白色大字：“不要让你我生命搁
浅”，下面是一排黑字：“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右边
三分之一部分更有创意，一辆精美的香槟色小汽车，倒栽
撞坏在一个巨大的啤酒杯内部。另一块橱窗里，一位戴黑
框眼镜、下巴一撮短黑胡子的帅哥，深情地注视着你，他右
脸旁是5个很大的黑体白字：“中华遗嘱库”。噢，车辆入
库，遗嘱也要入库了？如今的社会公益很发达呀，生命搁浅
前、搁浅后的事儿，都照顾周全了。

站着扫视全车，乘客十有七八都是中老年人。
刚落座的一位老哥，把眼镜推挂到脑门上，翻看着

一沓医院诊断单，手中药盒上显示着“金芪降糖片”“轻
中型糖尿病”字样。一位老姐把一个金属S钩子一头挂
在扶手横杆上，一头坠着装满酸奶和方便面的两只塑料
袋。

眼前，相对而坐的两位中年男女在说着话：男的
“我回家门口买点儿菜，一个肉夹馍，还有啥？你呢？”
女的：“我修手机去，要不你咋交费？”男的：“明儿再修
吧，回家那台阶我上不去……”仔细一看，两人穿着同
款的黑色绒衣绒裤，白带黑色旅游鞋也一样，还各自拄
着一根黑色手杖。男的面色黝黑，下巴满是黑白胡茬，
胸前挂着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证件中红边
蓝，绿色五瓣梅花中是人坐轮椅的图案。他俩到站起身
时，保安特别叮嘱：“停稳再下！”

车向右拐后，发现路变宽了许多，看见了左侧的自然
博物馆。记得多年以前带孩子参观时，他在一组“从猿到
人”进化图片前伫立一会儿说道：“爸爸，我明白了。我
生下来的时候是猿，长着长着就长成人了。”

再往前面就是天桥了。不知怎的，正在快速行驶的公
交车猛一急刹车，全车人哗得一下都向前倾去，旁边一个
老妇人站立不住，整个压了过来。好在我紧紧攥住扶栏给
撑住了。“对不起，对不起您了”，老妇人一个劲道歉。

一个高个老哥从车后部站起怒骂起来。原来有一辆时
尚的红色跑车猛然超过车头拐停路边，公交车司机只得赶
紧刹车减速。这些，那位老哥都看见了。

车厢前边的一个戴着墨镜瓜皮帽的中年妇女在跟保安
嚷着： “我没有卡，我掏钱，掏钱呗，哪个师傅给换
换零钱呐……我到了，到站了”说着嚷着，没交钱就从
后门下车走了。“真讨厌！”有人嘟囔一句。

门关门开，车停车走，人上人下，满满的生活实景。
忽然想到传记电影《至暗时刻》一段剧情：1940年

5月，面对德国纳粹的入侵和毫无准备的人民，是成为
第三帝国的傀儡，还是坚决反抗法西斯？在生死存亡抉
择之际，邱吉尔首相走进地铁，直接听取男女老少普通
国民的心声，勇气倍增，随后在下议院发表了鼓舞人心的
重要演讲，并带领英国赢得敦刻尔克战役的胜利，最终走
出了危机。

民情，近在咫尺，触手可
知；民意，就在眼前，开眼便见。
只要真想知道，不必舍近求远。

“敬老卡”“敬老卡”“敬
老卡”“刷卡成功”……是啊，
也该下车了。

这趟敬老卡初次体验，
很难忘。未来这样的生活情
景，会很多。实现了公交自
由，北京那么大，也想多看
看，说走就能走。还是很期
待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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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斋画谱》是荣宝斋出版社的标志性
出版物。从20世纪70年代在荣宝斋出版社成
立之前出版了30余册，由荣宝斋出版。1988
年，王铁全接手时，《荣宝斋画谱》已经有了影
响，他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强化品牌，形成规
模，占领市场。1990年，《荣宝斋画谱》被新闻
出版署列入国家“85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郜
宗远任荣宝斋总经理时，决定成立荣宝斋出
版社。1993年，荣宝斋出版社正式成立，王铁
全任总编辑，他将《荣宝斋画谱》做了分类，突
出临摹学习的实用性。比如《齐白石画谱》中，
表述齐白石画虾一共画多少笔，先画头还是
先画尾，虾的画法分多少步骤，非常清楚实
用。再比如《龚贤画谱》，龚贤表述画树的顺
序，“一笔从左转上，二笔画树身右边，添小枝
不算，三笔画树身左边，添小枝不算，即成全
树。”王铁全先后策划了“古代篇”“现代篇”等
系列，强化了艺术标准。许多当代画家都希望
能够入选《荣宝斋画谱》，但时至今日，《荣宝
斋画谱》仍以高标准入选著称。

《荣宝斋画谱》得到了海内外美术家和爱
好者的普遍赞誉。它以严谨的学术性、高品质
的形态及易学易懂的普及性拉近了画家和美
术爱好者的距离。《荣宝斋画谱》先后出版了
200余册，多则再版10余次，少则再版二三次。
近年来，《荣宝斋画谱》版权输出成绩斐然。

1996年，荣宝斋出版社出版了吴冠中的
《我读石涛画语录》，这是王铁全编辑图书的
一个范例。一日，王铁全接到吴冠中打来的电
话。吴冠中在电话中谈到他在重读《石涛画语
录》，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他认为真正读懂

它涉及到弘扬民族文化遗产的具体化问题，
并愿将心得与青年读者交流，希望由荣宝斋
出版社出版。王铁全看了几章稿子后，与吴冠
中一同商议内容。两个人目的一致，这本书一
定有助于读懂《石涛画语录》。王铁全认为，这
不是一部就《石涛画语录》的版本、勘校、注译
以及涉考石涛人生、艺术的严谨的学术专著，
实际是以译、释、评的方式完成的读书心得笔
记。吴冠中作为一个现代意识极强的画家，以
自己的经验透视《石涛画语录》，辨明其精微
本质之处，甚至他对石涛本人有些意明语不
清的要害处，特别做了解析和发现。尤其是通
过古今、中西的比较，刻意提出了一个对中国
画有关“现代”的思考，旨在剖析传统绘画中

“绘画性”的问题，功在解析、果在立意。从这
本书中，能读出宛若他的“混血儿”作品的体
会。《我读石涛画语录》自初校到成书，包括附
录的内容，都是王铁全同吴冠中一起校订的。
王铁全为《我读石涛画语录》写了一篇编辑散
记，得到吴冠中的肯定。

这本书出版后，获得市场的青睐，并获得
“新闻出版署优秀图书一等奖”，后入选“中国
文库”。

二

无论是在荣宝斋，还是在中国美术出版
总社期间，王铁全对木版水印的发展十分重
视，木版水印毕竟也属于出版物范畴。

木版水印技术最早可追溯到隋朝，荣宝
斋是继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版水印的
老字号。

荣宝斋木版水印的标志性出版物有五代
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唐代周昉的《簪花
仕女图》、宋徽宗赵佶临唐代张萱的《虢国夫
人游春图》等，这几件作品将木版水印技艺推
至巅峰。比如，木版水印《韩熙载夜宴图》仅复
制此画刻板1667块，先后历时20年，为了仿
真效果好，使用材质、颜料与原件完全相同，
成品仅有30幅。这几幅作品的复制难度和艺
术高度叹为观止。其中，《虢国夫人游春图》获
得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要知道，第一届
国家图书奖的评审极其严格，那是第一次评
奖，出版物的年限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虽然
是提名奖，比起现在三年或两年评奖，难度大
多了。

王铁全认为，如果家里悬挂字画的话，与
其挂一张无名作者的平常之作，不如挂一张
名人的木版水印。荣宝斋开发出签名的木版
水印复制品，更有收藏价值。王铁全曾经将吴
冠中的作品复制，带给吴冠中签名。他发现，
吴冠中对签名非常谨慎，他们拿去的东西，他
仅挑出几张签名。这样的故事，对荣宝斋来
说，有更多的商机出现。经过市场检验，名家
签名作品与不签名的价格相差可能十多倍。

三

王铁全在上大学时，长于画人物画，他的
毕业创作即人物画。而他最终选择了山水画

作为主攻对象。
王铁全对黄宾虹情有独钟，他不止一次和

我谈起黄宾虹。记得我们专门去琉璃厂看一个
黄宾虹的小展览，展览中除了一些典型的画作
外，有若干幅篆书联。我们议论了好久。

黄宾虹说：“墨色繁复，即一点之中，下笔时
内含转折之势，故画之华滋，从笔中而出。”

王铁全正是中锋用笔，笔笔见功力。将笔的
力量、拙重化在绘画作品的点线中。所以，他的
作品格调高古、淋漓温润。

王铁全的山水画看上去平淡无奇，没有所
谓的视觉冲击力，但恰恰是平淡无奇，体现了他
的审美观和创作思想。清代笪重光在《画筌》中
说：“丹青竞胜，反失山水之真容；笔墨贪奇，多
造林丘之恶境。怪僻之形易作，作之一览无余；
寻常之景难工，工者频观不厌。”清代王昱在《东
庄画论》中说：“若格外好奇，诡僻狂怪，徒取惊
心眩目，辄谓自立门户，实乃邪魔外道也。”中国
山水画讲平和，讲平淡，讲文气，讲修养。在平常
中见个人功力，看个人风格。

王铁全在上学时，喜欢书法，天天临池不
辍。在上大学期间，参加了全国大学生书法比
赛，获得了二等奖。我看过他的书法，是非常扎
实的颜体。近些年，他观摩了许多大家的书法，
将书法的真趣表现出来，自成一格。他对我说：

“画画是很辛苦的事，作为画家，不能有半点懈
怠。书法作为画余的赏玩，可以轻松些。”也正是
这些原因，他的书法方圆并举，沉雄苍劲，线质
稳定，朴茂萧散。他的书法追求法外之法，有深
厚的修养，亦庄亦谐，结构生趣。

黄宾虹说：“墨法尤以笔法为先，无墨求笔，
至笔未有合法，虽墨得明暗，皆所不取。有笔兼
有墨，最为美备。”正是由于有深厚的书法功底，
王铁全的绘画才能表现出如此浑厚华滋。

四

我与王铁全共同策划的唯一的图书是《吴
冠中画作诞生记》。这本书的策划源于王铁全当
上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之后。那时，我任副
总编辑，分管人民美术出版社图书中心、荣宝斋
出版社、连环画出版社的编辑业务。

王铁全曾策划、编辑过吴冠中的《我读石涛
画语录》，对吴冠中的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他想
为吴冠中再做一本书，估计他和吴冠中曾有交
流，吴冠中想出版一本一图一文的创作随想集。

于是，我们相约去吴冠中家里面谈。
那天，我和王铁全一起到吴冠中在方庄的

家中。一套三居室，屋里极简单，几乎没有任何
布置。地上是旧的地板革，小客厅里一个折叠
桌。旁边一间不大的房间，靠墙支着一个书桌，
铺着毡子，墙上溅了一些油彩，完全没有大画家
画室的样子。吴冠中一头白发，精神矍铄。王铁
全向吴冠中介绍了我，告知这本书由我负责编
辑。吴冠中问了我的情况，得知我父亲林锴去世
的消息，沉吟片刻，简单说了几句国立杭州艺专
的事。

我粗略看了吴冠中家中的各类吴冠中画集
和套书，心里有了数。看看他提供的稿件，他计
划100张图，每张图配一些文字，有的是回忆，
有的是日记般的片段文字，有的是创作谈。

我提出三点，开型听我的，纸张听我的，设
计听我的。吴冠中没有异议。当时，第一，我认为
这本书应当是竖20开，这类开型不大用，因为
印刷问题不方便，需要加点钱，但可以忽略不
计。第二，当时吴冠中的许多书除了文字书，用
纸是胶版纸，画册类都是铜版纸。我建议用纯质
纸，书卷气强，色彩还原也不错。第三，我对设计
者心里有人选了。

样书出来后，我带设计者徐洁去吴冠中家
里，王铁全说不去了。吴冠中表示很满意，表示
他的艺术作品谁都可以无偿使用，并当场签了
不要任何稿费等报酬的协议。那本书稿在怀柔
开会时看的。后来转给时任《荣宝斋》期刊主编
的唐辉作责编。这本书至今已经印刷7次。每
当拿起这本书，就不由自主地想起王铁全来。

2011 年，听到王铁全去世的消息。霎
时，被悲伤笼罩，这样的感觉在一生中并不
多见。

王铁全曾对我说，作为搞美术工作的，
他一生憧憬三个地方，一是中国美术馆，二
是人民美术出版社，三是荣宝斋。而他有幸
在其中两个单位工作，这是他最知足的地方。

在王铁全的追悼会上，我写下一副挽
联，悼挚友王铁全：“缅同行，铁骨柔肠，编
得春秋千卷画；思挚友，全人律己，终成天
地一沙鸥。”

耕耘有迹，落笔无痕
——记编辑家、画家王铁全

林 阳

《荣宝斋画谱》 《吴冠中画作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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