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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体验生命的情感
——全国第一套中小学《美育》读本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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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关于“美”的新闻频频引
发热议：在微博热搜词条“奥运会
狠狠修正了我的审美”下，不少网
友不禁感慨，原来美感从来不是有
固定模式的；另一词条“掉进医美
陷阱的年轻人”，更是关注到当下
的年轻人对于“美”的焦虑；而近来

“流量明星”带偏审美观的讨论更
是甚嚣尘上。关于审美的讨论让人
思索，究竟什么才是美？应该如何
对青少年进行美的教育？

早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上，国家就明确提出了“改进
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
养”的要求，到2020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
工作的意见》，再次对美育工作进
行了全面部署。面临如此重要的课
题，日前，人民美术出版社组织编
写了全国第一套中小学《美育》读
本，试图用丰富多元的话题在心灵
深处播撒美的种子，为义务教育阶
段的美育提供范本。

学会在自然中发现美

什么是美？美来自哪里？“这
可能是一个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
学术课题。但是对于我这样的小
学教师来说，却相对简单。”江苏
省常州市武进区礼嘉中学高中美
术教师蔡烨说，“用美点亮学生心
灵，真的很简单。花开在学校的苗
圃里，很少有学生去关注这花美
在哪里。但是，把它剪下一两枝，
错落有致地插进花瓶里，或随意

交叉摆在白纸上，立刻就会引来
一片惊叹，真美啊！”对于如何告
诉孩子们什么是美，蔡老师的感
受是：巧妙利用空间、明暗等美术
基本元素，就能让孩子们意识到
美首先源于自然。

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周伟对
这种审美教育深表赞同，他说：

“针对青少年应落地讲美，用他们
身边的事物讲述美，实实在在地
告诉他们美在何处。我们一直提
倡，最好的美育就是要扎根自然、
扎根生活。与其在教室里讲述美
的知识，不如让孩子们走到生活
中，在老师的引导下体会山水云
月、花草虫鸣，在感受自然魅力的
同时，发现美的奥秘。”

在周伟看来，自然就是最生
动的美育课堂，色彩、线条、图形、
明暗、肌理……所有这些美涉及
的基本元素，都能从自然和生活
中获取。老师在自然中教会青少
年美的规律，再由他们自己去发
现和表达生活中更多的美，这正
是美育的魅力所在。

“孩子们对美的发现与表达确
实出乎我们成人的意料。”蔡烨介
绍，她在引导学生对照身边的环境
认知“美”后，布置了一个以“春天
与鲜花”为主题的随手拍作业。作
业交上来后，真的惊喜不断：有运
用空间技巧拍微距、近景的，有运
用光线明暗拍颜色变化的，最让人
眼前一亮的是一张用微距拍摄的
桃花，花朵上停留着一只小蜜蜂，
脑袋钻进花蕊里，蜜蜂黑黄条纹滚
圆的身体在花瓣一丝丝浅浅的脉

纹映衬下，更显得萌态十足。“虽然
存在抖动导致的画面质量等方面
的瑕疵，但‘美的种子在发芽’是不
争的事实。”蔡烨道。

学会在文化中感知美

8月4日，昆曲《狮吼记》在北
京国家大剧院上演，戏曲讲述了
眉山书生陈季常惧内的故事，演
出中除了风流却惧内的陈季常和
娇媚又泼辣的柳氏这对主角外，
同样胆小惧内的审判官、土地公
公这样的丑角也凭借滑稽生动的
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提起丑角，人们常常把它和
“丑”联系起来，确实，丑角没有小
生的俊俏，比不上老生的潇洒，也
不敌武生的英武和花脸的粗犷。
丑角扮相滑稽，那面部中央抹上

“白豆腐块”的脸谱确实与美沾不
上关系，不管其扮演的是正面角
色还是反面人物，每每出现在戏
台上，光是那丑得怪诞的装扮就
已让观众捧腹大笑了。

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编审刘亚
刚却说：“戏曲角色分为生旦净末
丑，丑角排在末位，看似地位最
低，但在戏曲中却是一个重要角
色。戏班中常言‘无丑不成戏’，丑
角扮演的人物三教九流俱全，要
熟知众人念唱做打的技艺，还需
胆识过人、才思敏捷，按如今的话
说，丑角得是‘十项全能’才行。丑
角的插科打诨、说笑逗趣，对推进
戏曲情节必不可少，他在舞台上
的表演看着轻松，实则是多年的

苦练所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
如容易却艰辛’，这句诗最能形容
丑角的表演艺术。”

“我们教育青少年欣赏美，不
应该仅局限于视觉上漂亮的审
美感受，更应该重视培养他们的
审美能力，这种能力需要一定
的审美素养，包括文化上的、艺
术上的素养积累。”刘亚刚解释
道，“就像欣赏一幅写意画，除
了欣赏它作为画作的美感，还
需要对美学中的虚实、意境，以
及传统文化中某个意象所代表
的品质有所认识，否则很难深
入理解作品的意蕴，真正欣赏到
作品的美。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赋予它们的美感，不具备
一定的审美素养，就无法获得深
切的审美感受，只能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学会在情感中体验美

教育家蔡元培曾说：“教育
者，养成人格之事业……美育为
近代教育之骨干。”蔡元培希望通
过美育能够陶冶人的性情，培养
人格健全、品行高尚的人。一个人
的人格如果完善了，有了对美的
追求，自然会追求各种各样美好
的事物，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人
民美术出版社在编写《美育》读本
时更注重让青少年理解人的情
感。周伟说：“美育不等同于艺术
教育，并非以教授技能为主。新时
代的美育是一种生命教育和情感

教育，应当采用感悟的而非知识
化的、多学科知识融合式的而非
单一学科独立式的教学模式，向
学生传达正确的审美观和人生
观，让他们领悟美为何物、理解人
生的道理和成长的要义。”

“孩子们常能理解欢愉快乐
之美，却并不认为孤独、怅然是美
好的，而我们的美育要做的是让
他们也能坦然欣赏并享受人生中
的孤独，而不至于因此减少对生
命的热爱。”周伟道。

同时，人民美术出版社也注
意到新时代的中华美育与中国
的历史、道德观念、民族文化密
不可分，应当用家国情怀之美培
育青少年。编写人员的一致协
商，将该系列美育读本每一册的
最后几课设计为家国情怀教育
专题。根据不同学段青少年的情
意特征和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
了不同的题材选取，有充满温
情、重视行孝感恩的《父亲》《胖
嫂回娘家》，有描绘岳飞收复失
地、北上抗金过程的连环画，有
舍小家为大家的赵一曼在就义
前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有红
军舍生忘死、无畏牺牲飞夺泸定
桥的故事。“青少年在得到这样
美的行为、美的思想的滋养后，
他们的审美观会向崇高的方向
趋近，对自我产生追求，从而成
为一个全面发展的‘美的人’。这
不同于常规的道德教育，靠的不
是说理，而是情感上、审美上的
熏陶。”周伟道。

（《光明日报》殷燕召龚朵拉）

“ 荷 莲 一 身
宝，秋藕最补人”。
入秋后，超市蔬菜
区大堆大堆的泥
巴藕格外显眼。

老家是湘莲
之乡，藕是家常
菜。“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大自然厚

德载物，夏天饕餮着我们的眼，秋
天饕餮着我们的胃。

莲藕的吃法非常多：酸豆角炒
莲藕、素炒藕片、凉拌脆藕、藕片炒
肉、莲藕排骨汤、桂花糯米藕……
吃法不同，选材不同，口感也不同。

母亲做的最多的是下饭的酸
豆角炒莲藕。豆角是夏天新鲜豆角
茂盛时，母亲用开水烫过晒过后，
用盐抹好储存在荷叶坛里的。藕是
脆藕，也叫九孔藕，颜色亮白，表面
鲜嫩。母亲把藕切成1厘米左右大
小的丁，用清水泡洗干净，炒熟出
锅。酸豆角也是先下锅炒出香味盛
出。锅放油和大蒜子，滋滋响时把
藕和酸豆角同时放入翻炒，素菜的
相互碰撞，酸香清香交锋融合，再在
出锅的时候用辣椒增势助阵，美味
开胃的下饭菜就做好了。酸豆角也
可用晒干后的莴笋、黄瓜皮和泡菜
等替代。

记忆最深的是母亲的莲藕排骨
汤。藕是粉藕，也叫七孔藕，颜色偏
深偏老，因为生长周期较长，吃起来
才会绵软粉糯。排骨是配角，并不需
太多，以前以为母亲是舍不得，后来
发现排骨放多了，藕就涩涩的，淡淡
的。做这道菜时，母亲用的是颜色如
青瓦坑坑洼洼的陶瓷罐，先是大火
煮开再是小火慢炖，还会加入新鲜
花生米或豆子。整整半天时间，母亲
都会小心地看守这道菜，一会儿揭
开盖子散散气防溢出，一会儿用筷
子戳戳看看藕软了没有，一会儿加
入盐和辅料。未及端上桌，我们兄
妹仨的口水就先流出来了。

母亲总是对我们说：“多吃点
藕，会变聪明，会念书！”藕能让人
变聪明是传说，但极富营养价值是
科学。《神农本草经》称，藕“补中养
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
老”。莲藕富含维生素C，富含钾、
钙、铁等矿物质，还因碳水化合物
含量少，有降血糖、减肥等功效。秋
季莲藕煲汤，能清热解毒，润肺润
心。藕，因与“佳偶”的“偶”谐音，在
家乡还是美好爱情和姻缘的象征。

一方饮食勾勒一方地图，是故
乡，是母爱，是传统，也是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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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9月1日起施行
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代表性传
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法律规定
义务的，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可以
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
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
承能力的，也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
的代表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
用智慧浇筑的生活，是值得我们
代代保护传承的民族文化瑰宝。
在非遗保护中，传承人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为了“传承好老祖宗
的技艺”，一些非遗传承人一“钻”
就是几十年、一守就是一辈子、一
干就是几代人。各级政府部门出
面认定并授予传承者以非遗传承
人资格，给予相应政策扶持，是避
免非遗项目“人亡技绝”的政策性
安排。这些政策措施提高了非遗
传承人的积极性，给很多非遗项

目保护传承带来契机。但同时，退
出机制不健全也造成一些传承人
名不副实的问题。

有的地方，非遗保护传承“重
申报、轻保护”问题突出，反映到非
遗传承上就表现为部分非遗传承
人获得认定前干劲十足，获得资格
后便万事大吉、不再努力。有的仅
仅把“非遗传承人”身份当成一个
捞取利益的“名头”，对传承义务履
行不力。还有的长期占着传承人的
位子，却“只拿补贴不干事”，挫伤
了众多传承者的积极性。凡此种
种，说到底都是退出机制不科学、
不健全的问题。根本的解决办法就
是打破传承人“终身制”，建立严格
的传承人认定和退出机制，健全对
履职不力者及时清退的灵敏反应
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宁夏通过
地方立法打破非遗传承人“终身
制”切合实际，具有很强的现实针
对性。

打破传承人“终身制”不是标
新立异，而是大势所趋。早在2011
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就明确
提出，要建立非遗传承人退出机
制。不久前，两办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完善代表性
传承人制度”“完善退出机制”。
2017年年初，苏州市有关部门公
布9名非遗传承人评估不合格，按
规定两年内不得申请项目资助经
费，连续两次不合格的将被取消
资格。此举不仅没有影响当地非
遗传承工作，反而增强了一些老
艺人、老工匠“带徒授艺”的积极
性——把真正投身非遗保护和传
承的能人引进来，是确保能者上、
庸者下的有效手段。

随着人们对部分非遗项目的
喜爱，“非遗传承人”的头衔似乎
变得越来越“值钱”，对此我们应
予以客观看待。如果“非遗传承

人”既拥有能力，又切实履行传承
责任，在此基础上获得合法收益，
自然无可非议。随着保护传承工
作精进，很多非遗项目都可能变
成文化市场上的香饽饽；“非遗传
承人”往往需要有默默坚守的精
神，但未必一定枯灯冷灶、过得苦
哈哈。某种意义上说，“绝活变现”
也是一种传承能力。反之，如果顶
着“非遗传承人”的帽子只顾捞
钱、不履行传帮带义务，甚至只是
浪得虚名、根本不具备“非遗传承
人”的水平能力，那么其头衔合法
性就存疑。

破传承人“终身制”也是对非遗的呵护
李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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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中会经过京
津冀三地的北京雨燕，
为三地文博领域合作
牵线搭桥，三地将共同
打造“雨燕之路”IP，助
力北京中轴线申遗。近
日，2021 年京津冀博
物馆文创项目合作签
约仪式举行，京津冀三
地将有效提高京津冀
博物馆开放服务水平，
扩大三地文博单位与
社会企业的合作空间，
对中小博物馆文创发
展形成有力的资金与
技术支持等。

北京中轴线申遗
是北京市推进全国文
化中心建设的重要工
作之一。2021年 7月，
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
与北京市古代钱币展
览馆正式合并组建北
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
心与北京世界文化遗
产监测中心，负责中轴
线遗产保护与监测、研
究与展示，以及遗产价
值发掘与公众传播等
具体工作。本次签约的“中轴线遗
产价值发掘与保护研究”，包括“北
京九门”、“雨燕之路”博物馆IP开
发与推广项目。

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工作人
员介绍，北京雨燕是北京文化的象
征之一，“北京雨燕在正阳门就有
个栖息点，雨燕在迁徙过程中会路
过京津冀三地，我们实地考察过，
三地也都有北京雨燕相关文创产
品，北京雨燕将三地紧密联系了起
来，我们将以此为主题，发挥各自
优势，共同打造这个重要IP，为北
京中轴线申遗助力。”

（《北京青年报》李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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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推进荆楚遗址传承
首批6家文化遗址公园授牌

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推
进会 9 月 5 日在湖北武汉召开，
该省的屈家岭遗址、明楚王墓、
龙湾遗址、炎帝神农故里、东坡
赤壁、关陵获首批 6 家文化遗址
公园授牌。

湖北省共有不可移动文物
36473处，总量位居全国第七，列
入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项目
库的40处重要不可移动文物，是
荆楚文化的重要标识。

近年来，湖北保护为主、传承
荆楚文脉，考古先行、讲好荆楚故
事。目前，已编制完成荆州片区、走
马岭遗址等33处文物保护规划；
划定并公布了所有列入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湖北省文物保护单
位的大遗址的保护范围与建设控
制地带；在全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
单位推行“一处一策”制度，加大大
遗址“两线”范围内违法案件查处
力度；实施屈家岭遗址、擂鼓墩曾
侯乙墓等大遗址本体保护展示、环
境整治、安全防护等项目，消除了
一大批大遗址安全隐患，恢复了历
史风貌。

2018 年以来，湖北开展盘龙
城遗址、屈家岭遗址等30项大遗
址主动性考古发掘，荆门城河遗
址、随州枣树林墓群被评为“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胡家草场、
石家河遗址入选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

全省围绕大遗址保护水平提
升、展示利用体系建立、旅游产业
发展，优化文化旅游发展软硬件环
境，通过实施大遗址环境整治、展
示体系建设、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提升大遗址教育、科研、旅游功能。
初步形成“人类起源”“文明起源”

“楚文化”“红色文化”等主题的荆
楚遗址公园体系。

会议提出，该省“十四五”时期
力争新增挂牌2处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立项 3 处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优化荆楚大遗址项目库，遴选
公布不少于12处湖北省文化遗址
公园。

（中国新闻网梁婷邢君成）

本报讯（记者 赵青）听彝族
传统民歌、赏彝族手工艺人做手
工饰品……9月3日，第八届四川
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在乐山峨眉

山市举行。“中国·峨边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馆歌声嘹亮，独具民族
特色的文化饰品备受关注。

走进峨边展区，马甲、围腰、

头帕、帽子、挎包等彝绣产品琳
琅满目；戒指、耳坠、手镯等各
类银器配饰受到关注；色泽鲜明
的漆器盛满了香浓的彝家泡水

酒……整个展馆处处弥漫着彝
族文化气息，展示着峨边这座边
城的文化底蕴。

峨边彝族自治县是彝族美
神“甘嫫阿妞”的诞生地，文化
底蕴厚重，民族风情独具特色，
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传承
久远，现有非遗代表性项目省级
7个、市级9个、县级37个，代表
性传承人市级7个、县级22个。
近年来，峨边县委、县政府围绕

“2134”文化发展战略和“致力
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峨边”发展
思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深入
挖掘地方文化，突出“文化搭
台、经济唱戏”，持续推进彝汉
传统文化、农耕文化和现代文明
融合发展，加快“甘嫫阿妞”主
题文创品牌、主题园区和特色小
镇建设，常态推进“记忆峨边”
和“彝恋黑竹沟”沉浸式演出，
打造具有国际范、中国韵、民族
风的城市名片，建设以彝族美神
文化艺术园区为核心的乡村振
兴示范园区。

峨边“非遗文化”亮相四川旅游博览会

图为彝族非遗文化展示图为彝族非遗文化展示 张全胜张全胜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