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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中国美术学院建校九十五周年返校日侧记

“我的一生到今天有三座山：福山是我的启蒙，茶丰峡

是我的磨炼，象山是我的心灵所寄。”前不久，许江的个展

“所念皆山”在北京开幕，山水不仅是他持续深入中国艺术

精神的返归之途，也是贯穿他人生的寄情之所。他在福建

福山出生和长大；70 年代他在福建沙县茶丰峡知青插队，当

两个大队的民办教师；而在中国美术学院担任院长的 20 年

里，象山校区从无到有，构建起“人的山水化成长”的大学望

境，坚持“全球与本土”双轮驱动，不断夯实“视觉艺术东方

学”学科群建设，为谋划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自主发展之路

提供“国美模式”。

“一代人”，是许江谈话中的高频词，是他画葵时为一代人

的生命经验与精神气质立像的使命感，也是他身处时代浪潮

中的人生感悟：“很少有人的人生与一个大时代如此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他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的1978年进入美院就读油画系，后来任教美院、赴德留学，至

担任国美院长 20 年，回首学院的发展，他感慨：“我们这一代

人对学院的建设，不是简单的面积变大、人数变多，还是一代

人的心胸、气度、眼光的变化。”

梳理中国美院的一路发展，许江总结出四种“国美精神”：

第一，文化振兴的担当精神。“中国艺术教育的这一块田园

当中所有的耕耘，我们学校都有深刻的印记。”中国画人山花分科

教学之始、中国书法高等教育之始、中国油画现实主义和表现绘

画“国家队”、中国新兴木刻版画之始、中国雕塑艺术教育之始、中

国设计东方学、中国本土建筑学⋯⋯国美的担当不是虚言。

第二，勇立潮头的先锋精神。中国美院走在中国艺术教

育前列，围绕“建设以东方学为特征的世界一流美术学学科，

创立以艺术创造为内核、社会美育为担当的新人文教育体系”

两大核心任务，更新校园、传承理念、拓展学科、重组院系。在

2000年中国美院首开美术学实践类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先河，

在全国起到了引领和带动作用。

第三，艺术英才的培育精神。国美围绕英才培育，产生了

一大批话语：“四通人才”，确立“品学通、艺理通、古今通、中外

通”的人才培养目标，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哲匠精神”，像

哲人一般思考，像匠人一般劳作，既是艺术主张，又是教育宗

旨；“行健、居敬、会通、履远”，作为校训，代表着学院的精神规

箴⋯⋯这些话语代代流传，润物无声。

第四，人文湖山的诗性精神。毗邻西湖的南山校区成就

了水墨美院的现代演绎，莅平野、临钱塘的象山校区孕生了艺

术家园的望境塑造，许江曾写，这样的校园，不仅给予一段独

特的人生记忆，还通过某种园林山水般的日复一日的相照，给

予一种特殊的精神和心灵方式。如今在湘湖之畔设立的“中

国艺术国学门”，在他看来是以新的传统文化生态来建构一个

学门体系：“这种诗性的重新编织，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

回忆起2003年南山校区落成、2007年象山校区启用，许江

还记得当时的欣喜与激动。如今，国美已经成为一所拥有五大

校区、总面积超100万平方米的万人美院。面对新校区的建立

和学校体量的增加，大家似乎不再有当初那样的惊叹，“但是，”

许江郑重地说，“艺术教育的责任、中国文化精神的培育是不变

的，这是我们的核心，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施涵予）

中国美院的校庆日是 4 月 8 日，95 年前的那一

天，蔡元培先生做了语调从容却用意深远的致辞，

他说：“要以纯粹的美来唤醒人心，就是以艺术代宗

教。⋯⋯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

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地完

成人们的生活”。他说：“艺术院是纯为艺术的，有

天才能创作的学生，一万不为多，一个不为少”。新

世纪以来，在许江院长为代表的几届领导班子和整

整两代国美人的协力开拓下，我们真地发展为一所

万人大学，其规模之宏大、学科之齐整、专业之丰富

前所未有，其社会参与度和公共影响力前所未有。

虽然这十几年来，国美在学科专业建设方面也取得

了骄人的成绩，然而我真正打心底里希望的是——

我们的万名同学们能够做到蔡元培先生说的“有天

才能创作”，能够以艺术创造为人生志业。

以艺术创造为志业，不一定是去做职业艺术

家。这些年，我反复强调——不要只做“艺术界的

艺术家”，要做“世界的艺术家”。艺术界只是一个

美妙的小花园，花园外才有高山大泽、星辰大海、浩

瀚壮阔，艺术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一种超越性力

量，一种创造作品同时也改造世界的力量，一种使

自我拔高一度、让眼前世界焕发生机的力量。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蔡先生希望艺术有助于“真正地完

成人们的生活”，这其中包涵着心灵建设与生活建

设两个方面。

95 年前，以林风眠先生为代表的国美第一代

艺术群体，正是在元培先生的精神感召下，开启了

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新篇章。他们于东西方文化

交相激荡的大变局中，开辟出一条东西会通、艺理

贯通的艺术道路。国立艺术院建校的第一年，就发

起创办“艺术运动社”，形成了一个囊括全国精英的

艺术群体，连北平的齐白石和被称作“民国第一怪

才”的思想家朱谦之都位列其中。我们现在熟知的

“国美四句教”——“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

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就是当年艺术运动

社的宣言。这种主张、这种精神，是中国现代艺术

的华彩乐章，对 20 世纪中国艺术史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95年过去了，学院创始的一代人依然会带给我

们巨大的心灵回馈。身处新时代，走在“国美之路”

上的我们，必须对建校那代人的精神有所承接，有

所领受，有所发扬。

我们要承接那代人的文化使命。1928 年 10
月，在《亚波罗》创刊号的一篇艺术檄文中，林风眠

先生掷地有声地宣称：“我们要从提倡艺术运动入

手，把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建筑！”在抗战的

烽火中，第二任校长滕固先生的心愿声犹在耳

——我们要“陶铸一个开物成务的世代，而使之绵

延无极⋯⋯”。这就是那代人的文化使命，因着这

种使命，“国美之路”就是一条民族文艺复兴的继

往开来之路。

我们要领受那代人的创新意志。一个世纪以

来，学院几代人以宏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在东

西艺术的碰撞与对话中，为“创造时代艺术”打开

了一个崭新的格局。他们会通古今中西，先秦、两

宋、希腊、罗马无所不包，他们冲破传统藩篱，绘

画、雕塑、建筑、音乐、诗歌、戏剧无所不至。他们

从所有文化、所有文艺门类中汲取滋养，力图以现

代艺术的表现性与思想性，使中国文化的伟大传

统重获生机。这就是国美的创新意志，因着这种

意志，“国美之路”就是一条中国艺术的自主创新

之路。

我们要发扬那代人的教育理想。对蔡元培先

生来说，美学、教育、伦理是建设现代中国的“三位

一体”，美学是方法，教育是过程，伦理是基础，其目

的皆在立人——于自我、社会、国家三个层次立

人。而艺术，是贯通三者的立人之道。在林风眠那

代人的理想中，教育不是自上而下的教化，也不止

于专门人才之培养，而是通过艺术运动启迪人心、

唤醒民众，推动社会进步，引导人心向上，是通过艺

术去立人。这就是他们的教育理想。因着这种理

想，“国美之路”发展出一条涵养德性、启迪心灵的

立人之路。

在建校95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回顾建校一代人

的文化使命、创新意志与教育理想，就是要重新开

出一种风气，树立一种大胸襟、大格局，使我们的工

作与百年前那些卓越的心灵感通、应和、激荡、焕

发，让这条中国艺术的自主创新之路、涵养德性启

迪心灵的立人之路、民族文艺复兴的继往开来之路

能够薪火相传，含弘光大。

现在，这条“国美之路”延伸到了良渚——这中

华五千年文明肇始之地，同样也是中国艺术的源头

与开端。

新世纪以来，中国美院形成了一个新传统，逢

“10”的校庆都于当年上半年也就是 4 月 8 日进行，

着重回顾梳理学校自己的历史文脉；逢“5”的校庆

则超出国美本身，探讨共同性、世界性的前沿命

题。对我们来说，这每一次的相聚与行动，不只是

为了庆祝，而是为了重新出发。

这次国美 95 周年校庆的主题是“到源头饮水，

与伟大同行”。作为艺术家，我们要到源头饮水，只

有追溯到文明生发之际，艺术才能汲取到开端的力

量，才能体味到创始之气象。无论作为艺术家还是

教育者，我们都要与伟大同行，我们要将人类文明

史中最高明深邃的优秀传统，视作我们创作的命

题、艺术的土壤、精神的根基。

（节选自高世名在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5周年大

会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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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中国美术学院校友返校日如期而至。1000余名校友相聚国美，寻找青春足迹，追忆美好年华，共同祝福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5周年。返校校友中既有阔别母校多

年的“老校友”，也有刚跨出校门不久的“新校友”。校友们重拾一轮光阴，畅叙师生情谊，重温同窗岁月，展望美好未来。

■高世名（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