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引导和激

发广大青年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由中国美术家

协会指导，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共

同主办了“百年百校百村：中国乡村美育行动计

划”，旨在邀请国内外百所高等院校，聚焦中国

百座美丽乡村，以艺术之名，以教学之力，聚焦

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在展览同期，举办了学术研讨会，从百年乡村建

设、百年乡村美育、百村乡建案例、百校实践教

学四个单元展开，来自全国的40余位专家教授就

这四个话题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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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rected by China Artists Association,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and 

Chongqing Artists Association jointly organized Hundred Years, Schools and Villages: China 

Rural Aesthetic Education Action Plan to commemorat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inspire the youngsters to inherit and keep the May 4th spirit alive. Under 

the name of art and with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this exhibition has invited one hundred 

universities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and focused on one hundred villages in China to 

serve for people’s need for better lives and national strategy of village revitalization. During 

the exhibition, with more than 40 experts and professors’ participating, a symposium has 

been held to discuss on the four topics of one hundred years’ rural construction, one hundred 

years’ rural aesthetic education, cases of one hundred years’ rural construction, one hundred 

schools’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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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政：四川美术学院是西南地区唯一一

所专业美术学院，我们学校的特点是“出人

才、出作品”，我觉得现在应该再加上一句

话：四川美术学院始终牢记着责任和使命，

注重贴近国家发展战略来开展工作。具体来

讲，我们做了几件事情：第一，成立了重大

题材创作研究中心、创新设计研究中心。我

们想通过这两个中心，把各学科聚集在一

起，把四川美术学院“出人才、出作品”，

特别是出作品的优势充分彰显。第二，我们

传承等方面开展艺术乡村建设，百校、百村

有不同的路径与方法。乡村美育既是乡村建

设的一部分，还需要一次次触碰，更需要长

久的积累。上一个百年，知识分子掀起了乡

村建设的热潮，这一个百年，期待以艺术之

力让乡村充满美的光芒。

第一单元：“百年乡村建设”

学术主持：黄宗贤

学术评议：王林

黄宗贤：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年，

也是中国现代美术一百年、中国乡建一百

年。百年在无限的时空里，是短暂的。百年

前，一代文化艺术精英为了构建现代性国

家，将文化和艺术的现象结合在一起，开启

了艺术的大众化时代。百年后，振兴乡村、

留住乡愁的文化需求，促使艺术介入乡村。

社区具有强大动力和火热的激情。百年来，

我们有过什么样的思考、探索，是今天我们

要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艺术院校介

入新时代的乡建中何能何为，川美在乡村建

设中有何担当？这些都应该是学界认真探讨

与回答的问题。多年来，川美在这方面做了

大量的工作，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行

动，已经走到了前列。川美立足西南，立足

中国的腹地，在当年梁漱溟先生曾经做实验

的土地上进一步推进乡建工作。川美的工

作、思考，对今后艺术界的乡村建设有很多

启发。我相信通过这次研讨、展览以及考

察，将会进一步促进四川美术学院，甚至中

国美术界在乡建方面做出更重要的贡献。

梁钦宁：《梁漱溟与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先生说：“乡村建设，所谓建

设，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

新的礼俗。新礼俗是什么？就是中国固有精

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实施的沟

通调和，此沟通调和之点有了，中国问题方

可解决。”所谓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

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

国运动。所以，他深入农村，从中国社会最

基本的构造——乡村做起。

乡村建设运动的宗旨是“以中国固有精

神为主，吸收西洋人的长处”。梁漱溟借鉴

中国“人生向上，伦理情谊”的传统精神和

西方文化“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的长处，

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乡建

口号。他立足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吸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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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百校百村”展览现场

瞄准重庆市城市提升的要求，成立了照明艺

术城市生产、城市规划、公共艺术与特点的

城市美学研究中心。城市美学对重庆城市提

升的意义非常重大。第三，成立了艺术与振

兴乡村研究院，贴近“乡村振兴战略”开展

乡村文化振兴、艺术社会学、乡村风貌设

计、当代艺术进乡村、艺术+旅游、艺术+农

旅等设计。我校介入乡村振兴的工作开展得

比较早，虽然只有几年时间，已经取得了一

些成果，并受到了好评。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4月24日在湖北省

宜昌市徐家村考察时讲道：“乡村振兴既

要塑型，也要筑魂，没有乡村文化的高度自

信，没有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就难以实现

乡村振兴的伟大使命。”乡村文化振兴是乡

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和根本，艺术与乡村的融

合既是国家的战略所在，也是艺术在新时代

发展的内在要求。艺术既要前瞻，也要下

沉，要发挥中国优秀艺术家的家国情怀，响

应时代的召唤，扎根中国大地，牢记使命担

当。所以，我们要坚持立足中国腹地重庆，

立足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发展战略，以具体的设计案例和项目为载

体，积极促进理论研究和研创成果的落地，

以艺术实践助力乡村振兴。从四川美术学院

老一辈的艺术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风情的

描绘到当代绘画，再到我们独具特色的新校

区建设，能够感受到四川美术学院对乡土文

化的尊重和热情。这次“百年百校百村——

中国乡村美育行动计划”是四川美术学院在

乡村振兴方面开展的一次持续性、聚合性的

学术活动，得到了学界的大力支持。我期待

我们把这项活动做得更实在、更深入，只要

找准发力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就一定

能为新时代乡村振兴贡献文化艺术工作者的

智慧和力量。

庞茂琨：无论从纵向的时空角度、艺术

的角度，还是设计的角度来看，“百年百校

百村”的研讨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参会的都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期待今天在

以下三个方面能展开深入讨论：首先，从时

间序列上来展开，回溯传统、展望未来，以

美育承载新时代的美好向往为期待。其次，

从空间上展开。从城市拓展到乡村，从一两

个村拓展到百村，拓展到千家万户。最后，

从方法论上展开，中国乡村蕴含中华美育的

精神，中国百村千姿百态。从写生、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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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的长处，从农村入手，以交易和合作

为手段，以知识分子和农民为动力，创造新

文化，在政治、经济上开出一条新的现代化

道路来。他毅然带领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农

村进行社会改造实验，先广东，后河南，

再山东，从“乡治”到“村治”，再到乡

村建设。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领域有非常坚定的

信念。当时有学问、有资格的人都往城里面

跑，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诸先生们不怕劳苦，

愿去办理乡村建设事业，我对他们肃然起

敬。梁漱溟带领的乡村建设运动，我认为其

中值得当世人借鉴之处的有：

第一，尊重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主动

吸纳西方文化的长处，不夜郎自大，不惟我

独尊。

第二，尊重规律，循序渐进，不急于求

成，不急功近利。

第三，尊重人性，以人为本，不自以

为是。

潘家恩：《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中国

乡村建设百年探索》

乡村振兴现在是个热点，但其实是有着

百年探索、百年思考的实践。我们尝试让更

多人知道，讲好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

乡村建设、乡村革命和国家建设不是二

元对立、分割的，它们像两股绳扭在一起，

构成了从乡土中国、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

型的重要力量，它们互相充满张力又联系紧

密。乡村建设是对中国根本性问题的思考。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年，“五四运动”

推崇民主科学。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百年百

校百村”，我用两个“百”作为关键词：百

年激进和百年乡村破坏。

梁漱溟先生在1937年说，一部中国近

代史就是一部中国百年乡村破坏史。梁漱溟

有个很重要的理论，中国最大的麻烦不是简

单的他国侵略，而是由此引发的自毁。我们

从文化自信变成了文化自卑、文化自恨。为

什么会出现近百年的乡村破坏？为什么传统

社会里不说乡村破坏呢？因为传统社会既有

一种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同时还有“告老

还乡”和回流。而今天，乡村成为了绝对的

牺牲品。这里的乡村是广义的，也可以理解

为当年的百年乡村破坏就是今天的“三农”

问题。今天的城市，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

问题。“留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是

农民工、从乡村里走出来的农二代、农三代

的问题。城市和乡村都有问题。万物是相连

的，乡村和城市必须放在一起看。

有百年乡村破坏，但不会一直破坏下

去。百年乡村建设不是一批孤独的人自娱

自乐，而是当时的一场时变。虽然我们看不

到，但是它们一直存在。

乡村建设，不是建设乡村。乡村建设

有四个原因：一、自救与救济。二、疑新与

创新。三、发现与再现。四、建设与复兴。

乡村建设的内涵有三点：一、回流经济三要

素——资本、人才和土地。二、教育回嵌乡

土、经济回嵌社会、社会回嵌生态。三、发

现乡村的价值。

    

彭兆荣：《找回老家：乡土社会之家园

景观》

我讲一下我这几年做的事情。八年前，

髓和特点是什么。二，乡村建设特别是民国

时期乡村建设的实践，给我们什么样的启

发。三，今天乡村建设实践过程中的问题是

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注意到乡村建设

和中国教育的关系，是四川美术学院召开这

个会议可以去深入探讨和推进的，如何把中

国的教育、乡村和乡村建设联系起来，找到

可以介入和深入的学术实践，这是比较实际

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二单元：“百年乡村美育”

学术主持：尹丹

学术评议：支宇

尹丹：美育一般指现代美育，如果要追

溯它的历史，一般会追溯到1912年蔡元培任

国民政府教育总长时提出的“新五育”，非

常明确地增加了“美感教育”，这是现代美

育的开端。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受到美学思想

的影响，中国的传统美育紧密地将美育融合

于日常生活的教化和道德之中。所以，这种

美育思想是自发地融入和呈现出来的，不是

有意识的美育教育。现代美育教育是受到德

国古典美学思想产生有意识的美育思想。康

德美学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蔡元培

反复提到的，就是无功利心。蔡元培讲的现

代美学仍然指的是道德上的完善。

现代美育和传统美育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通过各种有意识的途径将美学思想或美

学观念融入到普通大众之中，而且不是小范

围、小众的。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成立了好几

所国立艺专，其实都是在这样的意识下，有

意识地推行的现代美育的方式。百年美育从

根本上是一种现代美育，跟传统美育有一些

差别。我们从这个思路出发，来梳理现代美

育和乡村的关系。

黄宗贤：《理想与介入——中国现代艺

术的空间转向》

现代美育由蔡元培开启。现代美育和

中国现代艺术转型是完全同步的，蔡元培既

要实施科学教育又要实施美育，二者共生互

动。这一百年，是中国美术转型的一百年，

社会美育的一百年，也是中国空间艺术转向

的一百年。现代艺术的转型和社会美育是相

互关联，共生、共存、互动的，没有现代美

育就没有现代艺术的转型。我们如何来认识

这两者关系？

一、现代中国艺术是否发生转型

这一百年中国艺术在功能观、图式、语

言、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变化超过了历史上任

何一个时期。中国艺术的现代转型与整个人

类农耕文明向大机器生产转向是同步的，但

是有自身独特的语境。

1、技术的现代化，从农耕文明到大机

器生产，再到当下的信息时代。2、制度现

代化，数字化管理，整个人类的法律体系建

构。3、关系现代化。4、综合社会现代化，

综合社会现代化有独特的内涵。民族自强、

文化启蒙、大同理想、科学主义……对中国

百年社会发展影响很大，对中国社会艺术转

型有非常大的影响。

二、中国现代艺术的空间转向

中国现代艺术在功能观、价值取向、

语言、图式方面与传统相比都发生了根本的

转变。艺术现代化的转向，其实从西方马克

思主义理论来看，是一种文化转向，一种空

间文化的再造。一百年来，中国艺术空间转

换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一）文人意趣向

大众主义转换。“五四运动”前后开启了中

国艺术的现代化进程，艺术的现代转型与社

会美育的大力倡导同步启程、同频共振。在

陈独秀喊出美术革命口号的同时，蔡元培喊

出了美育代宗教的口号。康有为、梁启超等

人都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文人雅趣，批

判文人艺术不关注现实，旨意建构大众能够

接受的艺术语言——写实。这两场运动使得

艺术空间发生了转向：由文人雅集转向了平

民、大众。从“五四”开始，这些文化精英

更加关注他们的话语方式，更关注平民、底

层，由笔情墨趣转向了公共语汇建构。

（二）拓展的空间、延异的内涵。

“五四新美术运动”和社会美育是基于精英

主义的立场开启的，透溢出浓郁的艺术救赎

意识，从本体价值角度表现了文化决定论的

意义。又从实用功能角度表现了文化工具论

的意向。两个因素贯彻到今天，就是他律和

自律的关系。

从“五四”开始，文化艺术价值重估的

重心逐渐向意识形态倾斜，被政治功利所牵

引，文化艺术以空前的狂热激情和参与意识

开始与政党政治和“主义”相结合，在后来

的救亡主题与制度革命话语优先的语境下，

“文化决定论”让位于“文化工具论”，艺

术救赎让位于艺术战争。

由精英主义转向普罗主义，文化空间转

向社会空间，空间转向也是文化的转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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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一场会议上说，我们国家正在城镇

化，那么农村遗产该怎么被修复？这是一个

非常严峻的问题。城镇化不能强行人为，如

果强行毁灭乡村、覆盖田地，将是一场非常

巨大的灾难。唯一的办法是回到乡村、回到

老家。过去八年我跑了近百个村庄，把川美

给我的科研经费全部用在了这些孩子身上。

我从北京郊区的乡村到中原的腹地，从海拔

为0的厦门到海拔4400米的青海，从我的居

住地厦门回到江西老家红色根据地，从中国

到英国乡村……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最大

差别是城市化率低。以英国为例，英国的城

市化率是80%，我们如果要成为发达国家就

必须向英国学习，也要变成城市化率80%。

我对此持怀疑态度。现在英国的城市在萎

缩，乡村在扩大。我专门去了曼彻斯特，那

是工业革命的起源。两天的时间，我在曼彻

斯特没有看到一座烟囱冒烟，整个城市正在

往教育、工商、培训方面发展、转型。费孝

通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梁漱溟说，中国这个国家，仿佛是集家而成

乡，集乡而成国，所以要从乡入手。如果中

国人毁掉自己的乡土去建城市，我看不到前

途和出路。

中国自古以来以社稷为重，是在土地上

种粮食的国家。中国的城镇化在殷商时期就

开始了。但中国的城市跟西方完全不同，中

国的城市从农村来、从田野来、从乡土来，

不是人工的，更不能毁灭乡土。

我非常高兴川美建立乡村研究院，中国

的传统艺术就是从农业来、从农村来的。我

们今天讲“三农”，古代也有“三农”，不

是今天的农业、农村、农民，而是洼地、平

地、坡地，指土地质量的好坏。乡村振兴就

是回归乡土。

知识分子要振兴乡村必须要做两件

事——学农书，回归乡村。用自己现在的知

识是不够的，不够了解农业知识。我希望我

们的工作是默默的，为中国乡村振兴做一点

实实在在的事情。

王林：三位关于乡村建设的演讲，提到

了非常重要的关于乡村建设的问题。首先，

梁钦宁讨论了乡村建设和国家建设，介绍了

梁漱溟先生基本的思想意识、宗教基础和研

究方法。第二，中国乡村建设和乡村历史，

触及到了三个方面：一，中国古代乡村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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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对西部广袤边远

地区的关注，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

因为这种转向使中国人对传统、边界的认识

得到了提升和拓展。艺术家从中获得了新的

养料，改变了作品的面貌。中国的艺术有了

本土的特色。

（三）空间再造与身份转换。1949年

以来，艺术空间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几经转

换，经历了三个阶段：1、1949年到20世纪

60年代前期社会新景观的描绘，着重点是国

家形象的塑造。关于社会生活、建设场景、

农村新貌、农民心声、边境新貌、民族生

活、集体主义、家国情怀主题的作品比比皆

是。2、艺术自觉与边界拓展。改革开放以

来，依附性表达被弱化，艺术家开始回归心

灵、情归乡土。3、公共意识与公共空间。

今天的艺术仪式化表达被弱化，更加关注社

会途径的构建，艺术介入日常生活、社会，

担负起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社会批判、文化

批判的责任。同时艺术也被激励着拓展空

间，进入公共领域、物理空间、精神场域和

乡村，担负起景观再造的责任。

三、作为介入乡村的艺术。

蔡元培的百年梦想很难实现，因为被淹

没在救亡与革命的现实需求之中。今天，终

于迎来了这个机遇。艺术介入乡村是艺术介

入公共空间的具体体现，是社会美育最具有

标志性的实践，是生态美育最重要的实践方

式，绝不是补偿、空间点缀、景观营造，这

都不是真正的公共艺术，也不是艺术介入空

间最终的价值取向。乡村生态美学的建构离

不开三个维度：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社会

生态。建设美好中国首先要有美好家园，美

好家园重在美好空间的再造，美好空间在于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重

构，只有有美好的乡村、美好的公共空间，

才有美好的中国。

彭肜：《走向：“新乡土”：中国当代

“新乡土”美术思潮的术语、内涵与文脉》

今天是一个都市化的时代，乡土、乡村

在这个时代到底应该怎样定位？应该有怎样

的价值？是属于一种乌托邦的想象？还是逃

避都市生活的诗意？还是有很多值得思考的

东西。重新发现乡村的丰富性是值得探讨的

问题。

一、中国当代“新乡土美术”批评术语

是由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的中国当代乡

土学术群体提出的一个概念，目前引起了一

定的理论反响和关注。首先，我们做了一些

展览：2015年在巴黎的“重返乡土：四川新

乡土绘画”引发了很多思考。2017年，我

们在在成都附近的乡建典范地区举办了作品

展，直接和乡土紧密连接。这几年，我们举

办的发现经典、触摸经典的活动，每次都去

往和乡村联系非常紧密的地区写生。这几

年也出了几本专著，我的《全球化与中国

图像》，第一次提出了“新乡土艺术”的

概念。

二、艺术史背景与发展文脉：中国“新

乡土”美术思潮的史前史，主要以“乡土美

术”反思的方式呈现出来，针对当时的状况

和揭示生活真相的形式来呈现。诗意田园走

在写实主义的路上，我一直觉得有它自己独

特的图像学价值。这样一种审美主义的乡土

艺术，从20世纪80年代到后期一直是乡土文

化里影响最大、作品数量最多、大众接受度

最广的乡土艺术形态。从民俗的角度来说，

对日常生活的描绘是乡土美术风情的很大一

部分。我们现在很关注都市画，乡土的质朴

和委婉成为了乡愁的对象。乡土已经进入了

新的阶段，“人定胜天，与土地搏斗”的状

态已经变化成了后人文主义，退居到人和大

自然的新关系中。乡土的概念也扩大了，在

城市生活的基层人民，沿袭了乡土生活的状

态和气息。

三、中国当代新乡土美术思潮的内涵。

世界性的生态、绿色环保、动植物保护等一

系列前沿的思潮和运动，给乡土文化赋于了

全新的意义，也就是反思人和自然的关系、

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乡土的潮流中，乡土

美术的身影从来没有缺席过，新乡土的创

作和后人文主义的生态立场有很多东西值

得思考。

谢丽芳：《蒲公英行动与乡村美术教

育》

蒲公英行动与乡村美术教育是一个非

常接地气的项目，我以实例讲讲我们的具

体方式。

蒲公英行动少儿美术教育专项课题由教

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和中国美术协会少儿美

术艺术委员会牵头，是“成就未来·少儿课

外美术教育工程”的组成部分。本课题2003

年7月在湖南湘西启动，涉及地域很广。我

今天讲的是云南景洪市的一些情况。根据我

们的调查，当地的村小基本没有美术老师，

都是非美术专业的老师，而且真正美术专业

的老师进校后不上美术课，上主课。我们通

过这个项目，努力让没有美术课的乡村开设

美术课，让非专业的美术老师走进课堂，把

教育和非物质遗产联系在一起。

我们设计了哈尼族服饰上的图案，通过

图案表示要合群，不能孤僻，从而拥有圆满

的人生。与此同时，鼓励和促进孩子们在美

术学习中的观察、想象和创新。

我们也设计了哈尼族的帽子。哈尼克族

人在不同阶段会戴不同的帽子，与生命成长

和生殖息息相关。我们把花朵的装饰放在青

年妇女的帽子上。通过美术课，学生对帽子

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用的图案和城市画有很

大的区别，让孩子从小就了解、介入自己的

民族文化。如何保护本民族文化，这对于一

个哈尼族的孩子来说太严峻了，如果我们将

极具亲和力的民族民间美术引入课堂教学，

不仅能让孩子上美术课、上好美术课，同时

这种孕育在民间文化中的美术学习也能促进

学生的审美能力。

我们还进行了少年非遗与勐龙镇中心

小学校园的文化建设。作为一所国门学校，

校园文化建设与社区、村寨的文化是分不开

的。作为人类社会中有赖于成年人关怀和培

养的儿童，我们发动了蒲公英计划，号召艺

术家进入学校，进行实地田野调查，把三项

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了学校的校园

文化建设。

中国乡土文化、民族村寨文化蕴含了一

套完整的智慧。我们现在建立了一个高校联

盟，有13所大学参与其中。我们在云南第一

师范进行探索，探索美术教育怎么和地方需

求相结合。乡村孩子们需要艺术教育，接下

来我们会更加努力。

支宇：三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有

伟大的艺术梳理，也有艺术思潮。刚刚三位

的分享，我深受启发，想到了两个关键词：

乡建区分化、审美再聚集。

刚刚三位专家都试图把艺术和生活、

乡愁和城市、农业和工业以及新型服务业打

通。黄宗贤教授讲的是中国现代美术的空间

转向，让艺术乡建获得了21世纪中国艺术

史宏观的背景。它的目标指向艺术和生活的

息息相关。我用了一个关健词——介入，试

图把白盒子、象牙塔的东西从文化空间转向

真实的社会空间。区分化还体现在乡村和城

市、农业和工业的区分化中。我们随时要反

问自己去乡村做什么？不能做一厢情愿的知

识分子，只是在理论上从乡村建设现代中

国，我们对乡村进行艺术的普及，一定要回

到乡土。蒲公英计划抓住了这片土地的需

求，儿童的成长是乡建很重要的一个领域。

农业虽然是第一产业，但如果艺术乡建忽略

了其他产业，不和科技、工业、服务业做整

体联动，是不可能成功的。

审美再聚集。乡建是一个大系统，要找

到一个切入点。我们一定要从重组乡村知觉

和感觉的角度出发，思考艺术为什么要介入

乡建。艺术作为感性活动的根基，重组我们

的知觉形态，会给其他产业带来很重要的启

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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