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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见报之时，2022年全国两会已

胜利闭幕。此前，本报记者特电话采访了

还在北京参加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文联副主席、中国油画学会主席、中国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请他

谈谈其今年关注的重点，以及多年来，他作

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履职感想。

作为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全国政

协委员后，许江已经连续 20 年参加全国

两会。

3月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

开幕。会议上，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代表政

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

会报告工作。“听完汪洋主席的工作报告，

有两点感触非常深，第一点是自觉，第二点

是团结。”许江表示，全国政协委员们来自

祖国的四面八方，大家都从自己的岗位，自

己的角度，自觉履行协商议政的责任。“汪

洋主席用 1/3 的篇幅强调团结，我觉得这

是一次团结的文化宣言，人民政协因团结

而生、依团结而存、靠团结而兴，人民政协

就是要发挥协商议政的优势，绵绵用力，久

久为功。”

作为一名“老代表”、“老委员”，他深感

责任重大。今年，他重点关注的“设立钱江

源——百山祖国家公园”、“美，养育心性，

提升心灵”，均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据

了解，《关于尽快设立钱江源——百山祖国

家公园的提案》已经通过审查立案了。

守护中国乡土
艺术为乡村振兴赋能

“我的专业是美术，美术需要经常深入

自然、体验生活、写生山河，对乡村振兴、新

农村的建设尤为关心。”今年，他就带来了

《关于尽快设立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

园的提案》，建议国家层面将钱江源——百

山祖国家公园纳入第二批国家公园正式设

立名单，并一如既往重视支持钱江源——

百山祖国家公园工作。

其实，乡村振兴是许江这些年一直关

注的。如何用高校力量助推乡村振兴、实

现共同富裕？2018年，他就在全国两会上

建议，借助高校的文化力量推动乡村文化

建设。此后几年，他又进一步提出让“高校

和地方共建乡土学院”的建议，得到了相关

部门重视。2019 年，他的提案为“乡村振

兴，守护文化之根”，呼吁要重视乡村振兴

中的文化力量。

“如何能保住中国的乡村，保住中国的

乡土，让中国这些非常可贵的文化资源不

消失，不止存在于老照片中，而是活在我们

的大地上、我们的生活中。乡村振兴一方

面是保护青山绿水，保护乡土建筑，保护乡

村获得生态，另一方面是如何让农民在这

里得到发展。保护和发展不是矛盾，而是

相辅相成的。”他表示，多年来，中国美术学

院以乡土为学院，持续深入乡村，为乡村振

兴服务，与全国 40 多个地市合作，先后参

与130余个美丽乡村、40个特色小镇建设，

如今，看到浙江很多乡村真的做到了保护

与发展相辅相成，这让他们备受鼓舞。“接

下来，我们思考的是如何让保护和发展形

成良性的互动，让老百姓感受到在保护乡

村的同时，能够发展农业，发展他们自己的

事业，不断推进。文化将在这其中起到很

大的作用。”

美
养育心性，提升心灵

“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 日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文艺界代表、委员们敏感地抓住

了其中关于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

表述，大家对此都感到振奋，同时也纷纷呼

吁要加强对文化的重视。”许江表示，文化

是民生，但不止于民生。“‘浙江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不仅体现在经济

上，更体现在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上。”在许

江看来，美育是当今文化建设、文化创造、

文化教育与传播的重要部分。它不仅是高

校的美育，也不仅是职业化、专业化的美

育，而是作为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美育，是

中国之国风精神教育的美育。

“美育是每一个知识人拥有的全面感

受力的非常重要的素质，孔子说，‘不学诗，

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感于诗，感于礼，

就拥有了文化的品位，就拥有了评判的尺

度，就拥有了持久深厚的文化自信。”他告

诉记者，中国美术学院无论什么专业，新生

入校都会收到一份礼物：两支毛笔、一瓶墨

汁、一刀元书纸、一册《千字文》，这并非是

想将他们培养成书法家，而是希望他们通

过书写能够了解书法，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潜移默化于心灵，得到独特的审美启蒙，这

些都是审美的重要性。“今后，我们将会形

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德育体系。德育怎么

教？总讲大道理可能会很困难，那我们是

否能挑选出中国的百首名诗、百篇名赋、百

幅名画书法、百尊器物、百座建筑等，让孩

子们通过这些非常具体的器物，真切地看

到、感受到中国的文化，从而培养品位，这

种品位将滋养心灵，助于道德成长。”

许江：让美生发于心灵，活跃在大地上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每年的全国

两会都洋溢着春天微微润湿的喜悦。心

有敬畏，行有所止，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

艺术圈，尤其是美术书法圈的艺术家当选

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献计献策，共商国是，

在人民大会堂回荡起艺术春天的奏鸣

曲。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脱贫迈入

小康社会，精神食粮开始成为人民生活当

中的消费品乃至必须品，文化软实力成为

彰显综合国力、国民素质的重要指标。拥

有数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文化星空

的辉煌灿烂曾经是闪耀世界的东方巨龙，

令人瞩目仰望。

数字时代，元宇宙、数智人、区块链等

新概念新技术新场景频出，北京冬奥会开

幕式可窥一斑而见全豹。艺术多元化、艺

术教育化、艺术生活化、艺术人格化等等都

可能成为日常的一道风景线，艺术不再奢

侈，而是十分亲近的存在。哪怕非专业人

士业已发现艺术与科学俨然一对双胞胎，

紧密温馨地同大众合抱在一起了。国家层

面，党中央对文化事业的重视投入与宣传

推广更是大手笔不断，还上升到国家战略

高度，比如倡导乡村文化建设就是承续、宏

扬、保护中国农业文明火种的及时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评价：

“作为具有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特征的综

合体，乡村具有生态、生产、生活、文化等多

重功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建设美丽中国的关

键举措。”

“美丽中国”，书画篆刻元素不可缺

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顾问陈洪武

提出建立“中国传统书画数字全库”设想：

“有计划地将全国博物馆系统馆藏的传统

书法、绘画作品（包括金石遗迹拓本等以及

流失海外的历代中国书画名作）系统扫描，

分类录入，建立全面详细的数字信息档案，

使之成为集中国历代传世书画之大成的数

字典籍，流传百世。”这是全球信息化的必

然趋势，对于文物的保护、研究、展示与海

内外传播交流意义重大。中国书画篆刻无

疑象征我们自己的独特国粹艺术，是委员、

代表涉及最多的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标准草书社社长徐利明表示：“书法既要

体现审美理想，也要引导审美倾向。”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

院院长骆芃芃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对中国

篆刻的传承和保护，就是对汉字文化的传

承和保护。她再次公开设立“中国篆刻节”

的强烈愿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

院院长卢禹舜提请充分发挥美术创研单位

“出人才、出精品”的优势，实施文艺作品高

质量发展工程，加强现实题材创作生产，为

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优质内容产品。

基于现实与技术问题，单独创设“中

国书法节”“中国篆刻节”或者“中国国画

节”都相当困难也大可不必，特别是“中国

篆刻节”，由于篆刻过于小众化和专业化，

应该尽量避免随便借用国字号去命名一

个“节”。“节”的泛滥难道不是一个通病？

元明清以降中国书画篆刻艺术互相打通，

浑融一体，凡有建树的大家往往至少两门

兼善，验之当代犹然。艺术的本质永远是

使心灵得到慰藉——文人画、文人篆刻的

兴起，早就文人化的中国书法作为两者的

“中坚力量”地位越加稳如磐石，同时不可

否认，国画与篆刻亦深深影响书法的“艺

术化”演变进程，它们是最能代表中国艺

术的“三原色”，胶着寄生发展是它们共同

“前进的方向”。所以，与其单独设节，不

如合设“中国书画篆刻节”更科学更合理

更可行。当然，设不设“中国书画篆刻节”

丝毫没什么关系，古人就没有这类节，中

国书画篆刻发展得不是很好很健康么？

发展才是硬道理，低调务实的发展不需要

形式主义。尊重天性，丰富想象，以美育

铸魂，以开放的姿态发展中国书画篆刻是

当下从事这三门艺术的每一个艺术家的

责任。站在诗意的角度审视，中国书画篆

刻的春天正姹紫嫣红，气象万千。

美不老。书画篆刻界热闹，但书画篆

刻界吹捧与棒杀的批评现状不容乐观，是

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书协副主席、湖南

省文联主席鄢福初直陈要建立网络文艺

平台管理机制，鞭挞丑陋，引领正气。

艺术春天的奏鸣曲——从书法、篆刻设“节”想到的
■本报记者 蔡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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