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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有些文艺批评家批评文艺在

灾难和疾病面前是无力的甚至是无效

的。歌德曾经说过：“大自然把人困在黑

暗中，迫使人们永远向往光明。”歌德的这

句话恰好就此观点作了回答。他的这句

话具有辩证立场，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提

示了灾难和困难只是暂时的；二是人们面

对灾难和困难的时候虽然艰难，但不要消

极失望，需要具备积极向上的精神意志。

我想疫情期间，这应该就是文艺家创作的

动力所在，文艺作品的现实意义所在。

不知不觉中，新冠疫情断断续续持续

了三年之久，全国各地的文艺家创作了不

少的抗疫题材文艺作品，其数量之巨大、

内容之丰富，可谓达到了中国文艺发展史

上的主题创作之最。这其中虽然出现了

不少优秀的作品，但是创作的问题比较集

中，震撼人心的精品力作还是缺乏，审美

品格不高。希望能够与广大文艺家们展

开交流与讨论。

一、巧妙选材，凝练事件的可读性和

典型性

从近几年的抗疫题材的作品看，大多

数美术作品通常集中在抗疫一线的常规

事件上，如防疫人员做核酸现场、防疫人

员离别场景和防疫医护人员特写等几个

内容和情节上。大多数作品创作形式高

度重复，内容严重撞车。事件过于常见，

表达过于直白，缺乏艺术性。文艺创作有

一个重要的美学属性就是情节的可读性

和人物的典型性，尤其是主题性创作则显

得更为突出。常规事件不是不可以表现，

但常规事件往往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是最

难表现的，也具有挑战性的，需要艺术家

以一个巧妙的安排和独特的视角合理切

入才会出彩。一旦落入俗套，便会索然无

味，毫无新意。

在看似平凡机械的抗疫一线工作中，

每天都悄然无息地发生着不平凡的事情，

艺术家需要多深入生活，多关注生活细

节，关注人的内心，要以一双发现的眼睛

发现生命的脆弱、痛苦与坚韧，揭示人性

的责任、正义、大爱，同时也可以体现出现

实的矛盾性，折射人的复杂性、多元性和

立体性，点燃事件的可读性和形象的典型

性。而不是一味参考新闻照片、网络资料

或者是手机随拍，其内容空洞、司空见惯，

所呈现的是人物的单一性和普遍性，无力

的加油和苍白的赞美，以致作品不生动，

不感人，和观众无法产生共鸣。

二、拓展创作方法的多样性和艺术性

在近三年的抗疫美术作品中，比较常

见的是国画、油画和雕塑等创作门类，以写

实的创作方法比较普遍。写实主义从二

十世纪初自西方传到中国，一直是中国主

题性创作的主导力量。欧洲从二战之后，

就陆续有了除了写实风格之外的，具有战

争、疫情和灾难的主题性倾向的各种风格

样式的美术作品，而中国直到现在，除了诸

多抗战题材，此类作品比较少见。

写实的方法虽然能反映抗疫人物、事

件具体细节的优势，有通俗易懂、老少咸

宜的识读特点，但是确有事无巨细、过于

繁琐的局限，最为突出的是内容和形式过

于集中，写实技巧大同小异，有高度重复

雷同之嫌。美术创作的表现方法丰富，艺

术表达多样，除了写实，还有写意、表现和

抽象等等，都可以做尝试，其实无需局限

于一种风格样式。任何的表现方法只是

手段，目的在于作品是否已经表达准确，

是否达到审美的共情，接近创作所表达的

对象本身存在的意义。美术创作的材料

和工具也有很多，除了国油版雕，还有如

丙烯、综合材料、科技产品等等。材料和

工具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大大限

制了艺术创作的艺术性和创新性，导致了

审美表达的普遍性和单一性。这些方式

方法的尝试与拓展，也许可以避免文艺作

品千篇一律而导致的审美疲劳，使审美更

具多样性和丰富性，甚至是耳目一新。然

而，这不一定对所有艺术家管用，但是对

有些有胆识、有勇气，具有探索精神的艺

术家可能有用。

三、在疾病和灾难反思中提升审美品格

新冠病毒对于人类来说，是一次对个

体生命彻头彻尾的生理考验，同时是人类

社会面对自然进化终极去向的拷问。作

为本世纪重大的传染性疾病，在医学角度

讲，文艺家的确是无能为力的。人类科学

的认知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有限的。面

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和可操控方式也是极

为有限的。疫情反弹需要医学界继续认

知和研究传染对象，文艺家则可以在生命

意义上进行反复追问，在社会学意义上进

行重新审视。因热爱生命、尊重生命，故

遵循客观，尊重事实，需对生命的懈怠和

生活的苦难进行反思与批评，反思当下，

警醒后人。

中西方有不少反映灾难、疾病的优秀

代表作品，如德国画家保罗·弗斯特的铜

板画《罗马的鸟嘴医生》，法国写实主义画

家普桑的油画《阿杜杜德的瘟疫》，奥地利

表现主义画家席勒的油画《家庭》，西班牙

立体主义画家毕加索的油画《轰炸格尔尼

卡》，中国现实主义画家蒋兆和的国画《流

民图》，周思聪的国画《矿工图之五》等作

品。这些经典美术作品对上述现象和问

题进行反思与批评，直击心灵，震撼人心，

在灾难和苦难中警醒与反思，表现形式多

样，以悲剧美学升华美学品格。这一方面

的创作形式、角度和经验，值得当下广大

文艺家思考与借鉴。

文艺作品的审美是一项润物细无声

的长期工作，文艺家需要深入生活、体验

生活、表现生活。在现实生活与挫折经历

中，从内心出发，从人性出发，从国家发展

出发，从人类共同命运出发，不断提高创

作修养，锤炼人格担当，才会创作出不愧

于时代的具有审美品格的优秀作品，彰显

国家文艺工作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

铸炼抗疫美术作品的审美品格
■黄剑武

书法作为一种特殊艺术，历史之悠久、

魅力之独特，在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史中占

有重要一席。此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

育部将书法与美术合并升级为一级学科，足

以展现出国家对书法这门古老艺术的重视

与认可。作为教书育人、传播知识的学校和

教师，要高度重视书法教学中的德育功能，

这样不但能帮助学生写好中国字，更重要的

是对于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做堂堂正正的

中国人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首先，书法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爱

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中国书法历经了

三千余年的发展史，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产物，是我国的民族

文化瑰宝。中国书法艺术在国际艺坛也

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课堂上，教师要彻底

纠正有些学生认为西方国家的油画才有

价值，才算是真正的艺术的错误认知,告

诫他们完全用金钱来衡量一件艺术品的

优劣和价值的高低是片面的、不公正的。

真正的艺术是植根于广大民众这块肥沃

的土壤之中的，是民众所喜闻乐见，极易

接受的。近些年来，马来西亚、新加坡以

及东南亚一带许多国家都相继成立了专

门的书法研究机构，更有一些欧美国家纷

纷派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书法艺术，尤其是

孔子学院，走向全球五大洲，强力推广汉

语和传播中华文化，极大增进了世界人民

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深层次的了解，促进

世界多元文化向前迈进。中国书法也随

之走出了国门，开枝散叶，飘香海外。毋

庸置疑，如此非凡的成就无一不是无数先

贤志士为之苦苦追寻,潜心探究，踔励奋

发，笃行不怠的结晶。教师在学生面前完

全可以理直气壮弘扬中国书法文化，从而

使学生感受到身为炎黄子孙，理应继承并

发扬光大祖国的传统文化艺术,让中国书

法这颗明珠更加耀眼，更加璀璨，逐步把

学生引入书法这座金碧辉煌的艺术殿堂。

其次，书法教学有利于学生意志品质

的培养。一点一画写字，一撇一捺做人。

心正则笔正，心美则字秀。字如其人，人如

其字。字里行间尽显出书写者的精神面

貌和志趣气格。宋人黄庭坚书论：“学书须

要胸中有道义，又有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

可贵。”写字课是一门比较枯燥的课程，学

生往往先热后冷，虎头蛇尾，难以持久,易

于产生一种“厌书”心理。在教学中，教师

应利用古今中国书法名人刻苦学习的故

事来激发他们、启迪他们，帮助他们明确毅

力与“学书”的关系，毅力与成功的关系。

有道是一分汗水一分收获，付出的与得到

的总是成正比。书圣王羲之为写一“鹅”

字，天天养鹅，时时观鹅，久而久之，偶得

神妙，“鹅”传千古。献之随父学书，习墨八

缸，临池不辍，最终他的书法，内骨强健，精

神外露，炉火纯青，咄咄逼人，堪称一绝，

为我国书坛又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

做人要守法，写字勿越规。写字是有

一定规范的，是有严格讲究的，切不可东一

榔头、西一棒槌，朝颜夕柳。在书法艺术上

搞投机取巧，想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

成效，是绝对不成的。无论什么艺术均无

捷径可走，尤其是历经千年流传至今的一

些珍贵碑帖，其法度颇为森严，神形俱佳，

韵味无穷，来不得丝毫马虎。如清雅秀丽

的《礼器碑》，豪放、豁达的《石门颂》，雍容

大度的《神策军碑》等等，无不显示作者创

作时的严谨之风以及从中透出的自然之

美。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精神压力日益

加重的今天，习字陶灵、美化生活、舒缓神

情、养性修心。心中狂喜时，写字让人岑

寂；心里郁闷时，写字可使人消愁。书法具

有非常神奇的效用。因此，学生学书为达

到预设的成功目标，务必克服意识障碍而

排除重重阻力，具备良好的心理状态和意

志品质。否则，蜗行牛步，踟蹰不前。

再者，书法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

美能力和审美情趣。书法艺术是汉字的

书写艺术，它能给学生以视觉上的美感和

精神上的享受。书法首先讲究的是笔画

正确、笔顺合理、结构匀称。笔画是构成书

法美的基础。汉字是由点、横、撇、捺、钩、

折等基本笔画组成，所以没有笔画美就没

有书法美。教师在书法教学时还要教学

生注意笔画的位置、长短、粗细以及运笔的

轻重、缓急、速涩，字态的险与稳、欹与正，

用墨的浓与淡、湿与枯。字的结构在书法

美中是十分重要的位置，因为只有字的结

构美，才有作品的章法美。汉字的结构包

括独体字与合体字，合体字又包括上下、左

右、上中下、左中右、半包围和全包围等结

构。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明白字的各部

位的比例，如“千”字的书写应将上面的短

撇和下面的“十”字对正，这样“千”字的重

心才稳，形体才美。学生掌握字的结构的

书写规律，才能写出结构美的汉字来。一

幅成功的书法作品，除了写好每一个字外，

还应对整幅作品进行精心设计，首先是确

定好书写的内容，其次是书写形式和布局，

最后是如何款识。这些都是需要审美能

力的。日积月累的书法练习，将不断提高

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

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

令华夏子孙无比自豪的优秀文化遗产。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日渐提高，社会的不断

进步，物质基础的更加坚实，人们的精神需

求越来越高，因而书法艺术所产生的作用

愈来愈大。书法教育的育人功能体现在

方方面面。作为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书法

教育工作者，心中有方向，胸中有使命，肩

上有担当，除了向学生传授书法之技法、技

能、技巧之外，还应注重对学生进行心理品

质的培养，思想道德文化素质教育的提升，

让学生逐渐形成良好的书品与人品，做艺

德共进、德艺双馨的文化人。

让德育之花在书法课堂拔蕊怒放
■方晓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