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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庄子·养生主》中提出了“技进乎道”的观点概

念，阐述了技巧在一种形而上的规律与法则中得到进一

步升华的思想观念，由此可见在道家的朴素哲学设想

中，道是技的更深层次的存在。庖丁解牛，他解牛的手

法便是技，而指导他能够如此得心应手完成解牛这项工

作的根源便是他所说的道。从此论延伸过来，我们所具

体操作一些事务的方式方法以及手头劳作，便是技，而

道则是指导这一切进行合理运转的思想理论。“理论指

导实践”是这其中的一个表现。当然，从广义角度进行

解构分析，道与技之间的联系，远不止于此。而此两者

就如同骨与肉般密不可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

化，《鹤林玉露》卷十三记陆九渊少年时见棋工下棋而悟

棋理：“此河图数也。”体现了技进乎道，《二程遗书》卷

十八记程頤批评张旭见担夫与公主争道而悟笔法：“可惜

张旭留心于书，若移此心于道，何所不至。”体现出道进

乎技。从过程上面说，互相促成，技进一层，道进一层，

或道进一层，技进一层。

由此引申到美术教育中，美术工作者所从事的绘画、

雕塑等具体活动便是需要本身过硬的技术积累以支持，

而一个真正的具有创造力的美术工作者，必不独是要对

于专业技法有所锤炼，思想上的涵养更是创造一件艺术

作品的源动力。

因此，在艺术类学生的教育过程中，在巩固其扎实

的专业基础上，加大对于传统文化、理论知识的修养，

让艺术学习者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并孕育出璀璨的艺术成

果。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过：“艺术是一个民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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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艺术家个人之手发出来的一种民族心声。”可见，民族

传统文化与艺术教育相结合是艺术教育的首选之途也是

必经之路。

一、对当代艺术类大学生特点分析

为取得更好的调查结果，笔者对囊括了视觉传达、

环境艺术设计、美术学、数字媒体、产品设计五个专业

方向的美术类总计 200 名大学生展开了以问卷与课外实

践教学为主要方式的调查研究，并通过对这一部分同学

的文章总结反馈进行研究分析，以求得对于当代艺术生

的主要兴趣方向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认知理解程度

的一手现实资料。现将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1. 当代艺术生主要兴趣方向

当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的新兴电子技术

与产品使得现代年轻人所接触到的世界越来越广阔，每

天都能够接收到来自全球的各色信息，同时所能享受到

的娱乐条件也是非昔日能比的。当代青年学生有着更多

的选择去从事他们所爱好的领域。这也导致了一部分学

生逐渐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网络世界中迷失了自我，沉

醉在虚拟世界中。

加之，艺术类学生相较于文理类学生而言，所从事

的专业如绘画、媒体等方向的专业属性使然，使得他们

对于文化娱乐方面接触的范围比理工类学生更大。这也

是他们能够发挥自身创新性的一种表现，同时偏离书本

理论知识也日渐明显。

2. 艺术类大学生特点分析

道德主体以道德来标识自我就是所说的道德认同，

是人类社会强调道德之于人生价值体系里的核心地位。

道德认同能够激发个体的道德行为，否则就会产生自我

否定，从而对于一系列的行为规范产生影响。高校艺术

类学生因其专业特色、性格特点和行为特征，在各个方

面往往更容易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分析艺术类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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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前状况，寻找他们道德认同与文化修养的影响因素，

探讨他们提升道德认同与文化修养的可行对策，并据此

提升艺术类大学生的全方位素质。是艺术学院教职工的

工作重点。以下是艺术类学生所普遍存在的问题。

（1）社会共识度较低，自我意识较强。

艺术类大学生因其特殊的专业性质和成长环境，他

们有着鲜明的个人意识和自我主张。一方面，社会趋向

信息化、多元化发展，“榜样性”、“先进性”意识在艺术

类大学生自我认同中逐渐淡化，即他们较少以“道德先

进”来标识自我，更少主动地将其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即使是较为优秀的，思想上更为上进的艺术类学生也较

少将“道德模范”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追求，难以找到

社会通用的衡量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对于社会的舆论

事件共识度比较低；另一方面，人生价值的讨论经历了

人生自我价值的遮蔽阶段到人生自我价值的彰显阶段，

到如今个体的自我价值如何在社会价值中得到实现，容

易让艺术类大学生出现迷茫和困惑。

（2）思维感性活跃，但自我一致性低

艺术专业学生在性格的外在表现上面更为活跃，情

感丰富而强烈，特殊的专业知识结构使得艺术类大学生

思维带有感性特质。研究发现，在对外显现上，艺术类

优秀学生群体明显高于普通大学生群体，而内在认同上

二者无明显差别，同时对外显现上的差距明显高于内在

认同的差距。艺术类优秀大学生的外在表现与其内在认

同不完全一致，经常因为个人情感与社会功利主义做出

与其内在价值认同相背离的行为。

（3）个性发展突出，但集体观念淡薄

艺术类大学生较为敏感、细腻、冲动，会更多的以

自我意识为导向并行动，富有个性与创新精神，且个性

较为突出。与普通大学生相比，艺术类大学生注重手动

性与体验性的专业学习特点，使得他们外在表现普遍显

示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不喜欢受到拘束且向往绝对的自

由，不愿意受规章制度牵绊，容易形成以个人利益为目

的的思维方式。同时，他们集体观念和团队意识较为淡

薄，不善于沟通交流。故相对于外在表现，当前高校艺

术类大学生更主要的问题在于内在认同的提高。

二、艺术类大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与相

关解决对策

基于家庭教育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中国现

阶段的学生群体中绝大部分学生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认

知程度并不高，相对于国学这一比较宽泛的指代中国传

统文化的词汇，这是在中国学术界以前所没有的，孔子

编“六经”，不称之为国学；诸子百家，不称之为国学；

唐诗宋词、宋明理学都不称之为国学。同样，印度宗教

不称之为印度国学；牛顿力学不称之为英国国学。除了

在一个特殊的中国近代史的短暂时期之外，并没有任何

时候任何地方会有“国学”这样的奇怪称呼。国学这个

词汇的存在，恰巧从侧面印证了深入的经典研究和通识

阅读还远没有真正展开。而作为高等教育的高校来说，

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让大学生能够对于我国传统文

化有一个系统且较为深入的认识，是传承本民族文化的

不变的使命。就此方面而言，提高大学生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认可与认知，应当融入到平时的日常学习与生活

中。自然，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是深深印刻在每

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中的，就调查而言，近乎所有的学生

对于四大名著等基础性常识都是耳熟能详的，在我国九

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与推广下，我国目前的国民素质已

得到了显著的跨越式的提升。但就认知度而言还存在很

大的不足，深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自民国以来的白话

文推广使得文言文变得晦涩难懂，而现阶段国民阅读

文言文的能力显然是普遍欠缺的，这就造就了大部分

群体对于传统文化产生了距离感与神秘感，会对这方

面的学术以及思想产生高深莫测的观感。虽说白话文

的推广是大势所趋，文言文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也已

退居幕后，但却仍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想要对于中国

文化能够有一种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对于文言文原本文

献的研究是绕不开的。对于这种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

夕可以做到的，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积累。是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通过调研，已提出以下几点设想。

1. 由今及古的渐进式学习方法

尽管现阶段白话文相比较于文言文已存在了极大的

出入。具体到一些具体的文字中，今文与古文的意义也

已全然不同，今文省略了众多例如“之乎者也”如此这

般的语气助词。吾余汝尔等名称代词也早已被我和你所

取代。单方面地从文字角度去看待古文与今文，无疑已

相去甚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简洁明了的白话文却正是

从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中演变发展而来的，由此，不难发

现一条学习文言文的路径已是昭然。诚然，阅读经典是

学习中国文化所不可避免的路径，中国文化是传承的而

不是凭空捏造的。钟泰先生在《庄子发微》中就评述，

《易经》是《道德经》与《庄子》的基础，不理解《易

经》就无法做到真正理解《道德经》与《庄子》。然而传

统经典却因为年代久远，在语义的揣摩上，若是没有一

定的文言文阅读能力积累，是无法做到通识的，甚至乎

难以阅读。因此，积累这种对于古文的阅读理解能力是

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此，笔者提出以

下设想，就培养阅读能力可先从民国名家的传记、散文

入手，品读那一段时期的民国大师们的文字，这是一段

与旧社会接壤，且发生着剧烈变革的时期，那一段时期

的文字都处在一个自传统文化到中西快速交融的时期。

涌现出一批新兴知识分子，引领了变革的同时，也促进

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大的转型。自那时候的各类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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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是掺杂了古文与今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具有当时

时代特征的文化气息。而且得益于时间节点，民国时期

的学术类与文学类作品，其作品结构而言，也更接近于

古文，却又不至于让没有古文修养的学生产生无法理解

的距离感。对于民国的文学风格后，可以往前推导至明

清小说等近代文学作品，这个时期的文学类作品也已呈

现出半白话文的文体雏形，四大名著更是脍炙人口，妇

孺皆知。明清小说的可供阅读性相对于宋明时期的文学

作品还是相对更高的，更由于其半古文半白话文的特征，

阅读原本的明清小说，对于文言文的阅读能力提升具有很

大的帮助，甚至于短时间内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也为能阅

读经典打下基础。由此再逐渐往之前的年代进行推移，再

有这种量的累积下，以达到涵养自身文化水平的目的。

2. 兴趣切入式学习方法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哪怕如王国维、梁启超、陈

寅恪、赵元任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学者，人们只是称其

为“导师”，也没有称“大师”。若要精通国学何等艰辛。

但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没有人可以做到全才，但却可

以做到精通，在通过那一项去开拓出一个广阔的天地。

何谓“国学”，我想，这只是一个笼统地指代了有关于中

国传统文化与思想包括技艺的称呼，因此，缺乏专业性。

一般意义上的国学研究者，主要是指代了文学包括经史

子集等方面有所专攻的学者，上文提到，由于各方面的

原因，这一块的研究相当于阳春白雪，难以让普罗大众

都得以接受，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从某一个兴趣

角度入手，去窥一斑以见全豹，了解国学的浩瀚精深。我

国近代伟大的艺术教育家潘天寿先生曾倡导：“画家不要

求诗书画印四绝，但要求诗书画印四全。”从这个观点出

发讨论，作为艺术生，具备更广阔的学术修养是必须的。

对于艺术生而言，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正是探究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个入口，由画入诗再上升到一个较为全面的学术

研究领域，最终达至提高自身修养，止于至善的目的。

3. 独特题材教育学习方式

由于中国的在校大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在我国土生土

长，接受义务教育并进入大学校园的。而其实中国的传

统文化与精神早已渗透到了中国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方方

面面。哪怕是最不学无术之人都在不知不觉间被中国文

化所耳濡目染。因此，大学生无论是从事什么专业，偏

向于何种爱好，在潜意识中，总是会对于中国的文化有

着一种归宿感与亲近感。就好比，艺术类大学生，他们

的性格特征已在上文予以详述，艺术生性格较为活跃，

想象力丰富。对于一些天马行空的幻想有着潜在的向往。

他们对于《山海经》的喜爱高过其他经典。有不少学生

会主动去阅读《山海经》、《搜神记》、《聊斋志异》等志

怪类作品，从中汲取养分，并将这些题材表现到自己的

艺术作品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扩大了自

身作品的内涵。这同时也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与

传承。这种学习与创作方法对于艺术生而言，无疑是值

得大力提倡的。

三、加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力度对于艺术类学生

的切实帮助

从感官偏向性上面来说，艺术类学生的感官思维是

感性高过理性的，也确实存在着诸多案例可供证明，许

多伟大的艺术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很大一部分的成果创作

都来源于艺术家本人的情感宣泄。然而，如若是没有一

定水平的内在积累，这种艺术的宣泄也只会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是不可能被创造出来的。而这种积累来自于

生活中的偶遇所得，更多的是艺术创造者在平日里孜孜

不倦的追求与学习。接上文卡尔·荣格的观点，艺术家最

根本也是最为行之有效的艺术来源便是本民族文化。艺

术家的经历，他的感悟都会伴随着一直以来的文化修养，

具体体现到一笔一墨中去。中国有句古语：“腹有诗书气

自华。”可以说，文化的修养就像是春风化雨，是在无形

中形成的一种潜移默化。短暂的学习，填鸭式的、偃苗

助长式的教育，对于积累传统文化而言是绝对行不通的。

而也只有真正做到文化上的累积，在不间断地学习中渐

渐寻找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门径，才能由内而外升华自

身的艺术思想，使艺术语言得到凝练，从而不独是做到技

术上的熟练，而是能达至艺术的更高层面的一种体悟。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

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

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

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我们立足于这片土地上，受

中华文化熏陶，受华夏水土滋养，中华文化的文脉早就

已融入到我们的每一滴血液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

不独是艺术类学生的使命，更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使命，

如何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并将之与我们的生活相结合，

让古老的中华文化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与学习中为我们起

到积极正面的引导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方面不变

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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