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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信号
■陈履生

2021

年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展现场

（翁忻旸

/ 摄

）

今天我们应该要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去学科学，用科学去占领那“无尽的前

沿”，用诺贝尔精神来发展、壮大、强盛自己的国家。

在 2022 年“考研国家线”发

布之后，人们看到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进入复试的分数线（学术

学位类），“艺术学”以 361 分仅次

于“文学”367 分，位列第二，而同

榜的“理学”290分，“工学”273分，

“农学”252分，“医学”309分，看到

这个“国家线”确实让人大跌眼

镜，也大吃一惊。显然，与这个数

字关联的内涵不同，并不代表报

考“艺术学”的研究生水平有多么

高。只能说明艺术院校或系科在

扩大、扩招之后，艺术类考生的急

剧增加；而在这急剧增加的人口

中，人们看到浩浩荡荡的大军并

不是挤在过去所说的“独木桥”

上，而是走在一个宽阔的几乎是

六车道、八车道的大桥上。无奈，

因为现实中的考生实在是多，这

座桥上是摩肩接踵，人山人海。

如此就是水涨船高，考的人多，分

数线就会提升，这是很自然的事

情；这是由基本的规律所决定的。

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学文

学、艺术的有志青年，在一定程

度上也说明一些问题。我们不

能忘记过去的历史，因为“科学

救国”曾经是我们的口号，卡脖

子是我们眼下的疼痛和无奈。

我们的先贤在 1915 年创办的《科

学》发刊词中就大声疾呼：“代兴

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

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

学乎！”然而，一个多世纪过去

了，我们还因科学的落后而被卡

脖子。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到

了 21 世纪的数字化时代，全世界

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有

那么多学文艺的青年，有那么多

的艺术院校和系科，而这些学文

艺的青年在毕业之后从事什么

样的职业？他们能为国家做出

什么样的贡献？都是能够看到

的当下文艺创作和艺术设计以

及公共艺术的整体水平。而我

们国家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过去的历史会告诉我们，曾经有

一个历史的机遇，因为抗战时期

在缅甸战场上帮助英国人脱困，

后来，英国政府为了感谢当时的

民国政府，愿意归还被掠夺的东

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或赠予

一艘潜水艇，以此二选一作为答

谢。鉴于当时的抗战形势，民国

政府选择了潜水艇而放弃了《女

史箴图》。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

潜水艇，那时候我们的科技还很

落后。而落后意味着什么？

面对这样一个教训，实际上

是告诉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时候，

国家的强盛是依附于科技和生产

力的发展。今天在数字化的时

代，没有高科技来支撑国家的前

沿，那么，我们很难能够在这个社

会上得到实质性的发展。《科学：

无尽的前沿》（范内瓦·布什/拉

什·D·霍 尔 特 著 ，中 信 出 版 社

2021年出版）告诉我们，在社会发

展中的科技水平对于国家的强大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

因此，艺术学的“考研国家

线”实际上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我们应该警惕教育主体出现的问

题，应该反思教育的最终结果是

什么？就现阶段，或者放眼长远，

社会是否需要供养那么多的文艺

人口或机构？应该鼓励更多的年

轻人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之中去，

让更多的年轻人学习科学技术，

占领科学的前沿。因为在这个

“无尽的前沿”，谁把握住了，谁就

能获得未来的发展。今天我们应

该用诺贝尔精神来发展、壮大、

强盛自己的国家。因此，面对这

样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应该有

一个清醒的共识，尤其是我们的

很多家长，不能因为孩子学习不

好就让他们去学艺术，不能因为

音乐不好，没有天赋，就改学美

术，如此等等。面对如今的艺术

专业现状，人多拥挤，关键是毕

业 之 后 的 就 业 是 个 严 重 的 问

题。就业难已经是显而易见。

社会不能从就业这一基本层面

去统筹教育资源，那么，为教育

所害的将是一大批从艺术院校

毕业的青年，而他们则是一辈子

受害。几十年前，写字的可以在

自家门前挂个“代客写字”的牌

子作为营生，如今，即使在“代客

写字”旁边写上“某某院校书法

专 业 毕 业 ”，则 是 完 全 没 有 可

能。何况，隔几家还有一位也是

“某某院校书法专业毕业”的。

在如今的社会发展中，无数

的人在别无选择的时候，或者是

在退休之后以写字画画或唱歌

跳舞打发余生，却少见有人去研

究科学与技术以发挥余热。而

理工科大学都在发展新文科，却

不见艺术院校发展理工科或农

科、医科。写字画画或唱歌跳舞

作为一种闲暇之余的爱好，它可

能会伴随一个人的终身，它也会

提高人们的素养和生活质量，但

是，国家现在当下或未来最重要

的是发展科学技术，需要科学技

术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有力支

撑。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就没

有国家的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