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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委员委员说话说话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印发的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从短期、中
期、长期规划了我国新时代学校美
育工作的蓝图，同时在具体时间表
上提出了学校美育工作的具体要
求。可以说，此次 《意见》，总目
标、时间表和任务图明确，改革措
施具体，具有很强的实操指引和坚
定落实的特征。《意见》 印发以
来，在艺术领域专家学者中引起强
烈反响，深感 《意见》 出台十分及

时，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

在艺术学门类下属一级学科
中，设计学是唯一的实用艺术学
科，虽然设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被
大众归为美术领域，然其有别于纯
艺的实用性学科属性非常突出，在
基础教育领域，设计课程常年附着
于美术课程，在迫切需要“大国工
匠”的今天来看已经不合时宜。相
较而言，音乐、美术、书法、舞
蹈、戏剧、戏曲、影视等纯艺术课
程在前期已经具备广泛的开设经
验，而属于实用艺术的设计，因为
历史原因和学科本身的特质，在高
等教育阶段之前，少有学校系统开
设，所开设的相关课程，也多集中
在高中阶段，是以艺术高考为目标
的美术类课程，和严格意义上的现
代设计课程的内容和形式有很大的
差别，学生们进入高等教育之后，
除了设计类专业的学生会继续学习
设计类课程，绝大多数非设计类学
生基本上与设计类课程绝缘。在普

通高校开设的素质类公选课程中，相
较于纯艺类课程，设计课程的数量和
选课学生的数量都处于弱势的境地，
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绝大多数人，
在教育阶段没有接触到设计课程，几
乎不具备基本的设计思维和鉴赏能
力，这与“人人都是设计师”的现代
设计教育理念相去甚远，也无法有效
支持 《中国制造 2025》 的国家行动
纲领的实施。

在全球范围内，已有国家或地区
开设具有现代设计教育意识的课程案
例，有的甚至贯穿于整个义务教育始
末。其课程内容，有以下几个突出的
优点，一是自成体系，不受升学干
预，打通学段界限设计教育的藩篱，
使得学生接受设计教育能够一以贯
之；二是在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的设
置上，强调设计的社会性和经济性，
将课堂教学和社会设计实践教学结合
起来，打通了设计与制造、理论与实
践、学校和市场的隔阂，在大概相当
于我国小学低年级阶段，就已经在学
校附近的企业或工厂，接受企业导师

从设计到制造的教学，培养创新创业
的基本意识和能力；三是在培养的时
间段上，从7岁开始，抓住了创新力
最佳的童年时期，能较早且较好地培
养了学生的设计思维和动手能力；四
是在设计教育的普及性上，做到了绝
大多数。

在 《意见》 的指引下，学校设计
的美育面临发展的契机，对于设计的
美育改革也是迫在眉睫。一方面需参
考他国成熟的设计教育做法，尤其是
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设计课程体系和内
容建设；另外一方面要结合我国国
情，坚定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以“五
个思政”为引领，以新时代学校美育
工作为抓手，做好中国传统设计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调设计
的创新创业的学科属性。

在艺术美育遍地开花的大好局面
下，作为实用艺术的设计美育不能缺
席，呼应新时代的设计教育也不能缺席。

（作者系三峡大学湖北省高校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巴楚艺术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

新时代设计美育不能缺席
张睿智

6 月 10 日 ， 由 中 国 文 联 主
办，文联机关党委、文联离退休
干部局、文联机关工会、文联机
关团委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中国文联干部职工美
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京开幕。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
屹，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胡孝汉，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徐永
军，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董耀鹏出席展览开幕式并共
同启动展览开幕。中国文联原党
组成员、副主席杨承志出席开幕
式。中国文联机关党委常务副书
记刘国强作展览情况介绍。中国
文联离退休干部局局长庞井君主
持开幕式。

此次展览展出美术书法摄影
作品共 195 幅，其中美术作品 58
幅、书法作品66幅、摄影作品 71
幅，均由中国文联系统离退休老
党员老同志及在职党员干部职工
创作。作品艺术风格多元、表现
形式多样，有的呈现中国共产党
百年的光辉历程,有的讴歌新中
国特别是新时代取得的辉煌成
就，有的反映文艺工作者为基层
群众送文化种文化的现实场景，
有的展现文联干部职工履职尽
责、辛勤奉献的精神风貌，有的
赞美祖国壮美的大好河山……每
一幅作品,都表达了文联干部职
工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真挚情
怀和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
美好祝愿。

胡孝汉表示，举办此次展览
是中国文联广大党员干部向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
礼，是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集体
表达衷心爱戴和热烈拥护之情。
当前，中国文联按照党中央的决
策部署，正在积极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迎接和庆祝党的百年华
诞，引导文联系统党员干部职
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积极引领广大文
艺工作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听党话、跟党走，赓续共产
党人精神血脉，鼓足迈进新征
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坚定
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振奋精神，履
职尽责，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
艺繁荣兴盛和文联事业蓬勃发
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贡献强大的精神力量。

庞井君介绍，此次展览不仅
得到了在职党员干部积极响应，
而且离退休老党员也都热情高
涨，踊跃参加，参展作品占据了
展览的半壁江山。真切感受到文
联老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壮志豪情和饱满的艺术激情。进
入新时代以来，文联广大党员干
部职工自觉继承党的文艺事业的
优良传统，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
工作和文联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勇于开拓进取。在中国文联党组
的坚强领导下，贴紧时代脉搏，
扎根人民生活，用高尚的文艺引
领社会风尚，用精湛的文艺推动文
化创新发展，文艺界的精神面貌焕
然一新。 （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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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已经
人所共知，关于共产党早期组织和
中共一大的著作已经出了很多，还
能写出什么新意呢？在构思选题大
纲时，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产
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历史时
代发展的产物。要想写清楚他的诞
生，必须将其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
范围去研究和探讨。

我要把 《火种》 写成一个“寻
路”的过程，就写 20世纪前 30年
的中国历史。20 世纪初的辛丑条
约、庚子赔款，把中国拖入了灾难
的深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
的腐败，使得中国的仁人志士都要
推翻它。于是就有了愤青和刺客，
就有了革命党一次次的起义。今天
看起来这些行动就像以卵击石，个
人能有多大力量，能推翻一个拥有
军队的政权吗？但这些革命者真的
是一腔热血，明知要牺牲，也义无
反顾。他们的牺牲唤起更多人的响
应，终于推翻了封建王朝，迎来了
共和的民国。

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软弱、内
耗、涣散和种种缺点，使他们无法
组建一个坚强的政党，无力撑起一
个共和国，政权又落到军阀手里。
幻想破灭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去寻
找新思想、新主义，于是开始了新
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唤起了全民的
爱国热情，一群革命青年脱颖而
出，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懂得
了联系广大群众，在共产国际的帮
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也经历了
幼年、青年和壮年，也是一个从幼
稚到成熟的过程。从理论宣传到工
人运动，从国共合作到武装斗争，
谁都没有经验，挫折和牺牲远多于
胜利。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共产党
人摸索出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毛
泽东从井冈山到古田会议的经历，
为中国革命寻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这样写历史，就能使读者感到
真实可信，就能让读者感受到历史
的发展是一步步来的，不是凭空而
降的。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是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
历尽艰难完成的。如同一座大厦，是
从一砖一瓦铺垫积累而成的。

有了思路和构想，怎么在一本书
中体现呢?

第一，历史要写得真实生动，让
人读得进去，就是要有故事。历史不
是枯燥的教条，而是鲜活的、生动
的，是一个个历史人物和事件组成
的。要真实地反映历史，首先要注重
第一手资料，从历史档案和当事人的
记录中去挖掘。近现代史的资料浩如
烟海，怎么选择，取决于你的洞察
力。研究历史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知
道了结果后，再去总结提高，上升为
理论，我把它称为“事后诸葛亮”；一
个是站在历史现场，感同身受地还原
当年的场景，我就是要追求这样的效
果。应该说，当年的革命党、知识青
年都是很单纯的，一腔热血就干起
来，谁去考虑那么多的后果呢？如果
都是老谋深算，就没有那些英雄烈士
的壮举了。

要真实地再现历史，不但要读档
案和原始资料，还要实地考察。这些
年，历史考察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许多事情不到现场，就没有真实深刻
的感受。我到湖南浏阳，从七溪村走
到排埠村，感受毛泽东初出茅庐险些
送命的惊险；从江西寻乌圳下村走到
瑞金大柏地，才能感受什么叫“创业
艰难百战多”；从福建上杭苏家坡的山
洞再到古田村，才能感受毛泽东革命
生涯中的大起大落。在赖坊村协成店
毛泽东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想
想他在这么偏僻的小山村里却在考虑
中国革命如何走向胜利的道路，由衷
佩服伟人的胸怀。这些感受，都是在
书斋里得不到的。

同样读文献和档案，一定要追求
原始版本。在历史研究中，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今天读的 《毛泽东选
集》 是经过编辑审定的，与当年发表
时的原始状态有些差别。日本学者竹
内实编辑的 《毛泽东集》 收录的是原
始版本，然后在上面做标记，让你一
看就知道删去了哪些内容。但是这些
删去的“不成熟”内容，都是一些具
体的事情。对了解当年的历史非常有
价值。我在写井冈山这段时，基本上
引用了原版，表现了初期革命探索逐
渐成熟的过程。

本书的写作主要依靠历史档案。
许多档案整理者的辛勤劳动为我提供
了方便。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整理出版的建党先驱
的文章、日记，以及共产国际档案和
租界档案，为我研究建党过程提供了
第一手资料。本书写作中，北京市档
案馆又出版了五四时期档案，为我提
供了新材料。学无止境，随着历史资
料的不断推出，必将促进历史研究向
新的高度前进。

第二，历史要写活，就是要把人
物写活。20世纪初期的历史之所以生

动，就是因为当年的人物极有个性。
我一向反对把历史人物人为地拔高，
给他们涂上一层层的油彩，把一个活
人变成僵化的偶像。真实地再现他们
的一举一动，还原他们的真性情、真
面貌，是本书追求的效果。任何人
物，无论伟大还是反动，都不是单一
的；他们的经历和思想都是在不断变
化的、是立体的。有正面就有反面，
有优点就有缺陷，问题是他们的优点
在历史上发挥过先进作用，还是缺点
起到过负面作用。陈独秀就是一个优
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的人物，共产党
由他而起，也在他手里遭受重大挫
折。蔡元培在许多人笔下就是“民主
之神”，我也写了他1927年首倡“清
党”。袁世凯在当皇帝之前，也要看到
他执政的不易。吴炳湘是京师警察总
监，职业就是捉革命党，但是他对学
生还很客气，对陈独秀也有关照。章
太炎是我太老师，虽然未曾谋面，我
阅读他的史料时，感受和鲁迅一样，
一会“章疯子大发其疯”，一会“章疯
子居然不疯”。后来他退出政坛，在苏
州讲习国学。那时我导师王仲荦是他
门下学童，每天听先生讲训诂，章太
炎自己讲得昏昏欲睡，听到街上报童
喊号外，立刻精神一振，叫学生买报
来，一边看新闻一边侃侃而谈时政。
原来他内心深处，还没有熄灭革命之
火啊！

王先生的讲述启发了我，原来这
才是真正的历史。

所以，看人看问题能全面，也就
多了理解和宽容。有些事情就是突然
发生的，火烧赵家楼，不就是青年学
生临时干起来了吗？几个人一合计，
《新青年》不就办起来了吗？出席一大
的时候，谁能想到后来的事呢？当年
共产党起义的时候，谁有经验和谋划
呢？还不是失败的多，活下来的少。

历史就是这样，有一是一，有二
是二。然而这些个案综合起来，就汇
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把这些真实的
细节写出来，读者看了才觉得可信。

这本书不仅是献给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的革命前辈，而且献给那
些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奋斗过、牺牲过
的先人。想想他们当年都那么年轻，
如果不去当革命党，不去拿起枪杆，
也可能是学者，是成功人士。可是他
们凭着血气方刚，怀着一种理想和信
念，义无反顾地献出了生命。青史留
名、永垂不朽，才是他们的人生价
值。把他们写下来，是我的责任。原
来年轻的时候，感觉到处都是史料，
消化不了，爬不出来。现在反而感觉
简单了。前人没说清楚的，你把它讲
清楚。前人没写准确的，你把它写准
确。事情写得越简明越好，文字越平
实越好。这样，也许这本书才有保留
的价值。

（题目为编者加。作者系上海交
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真实生动地讲好党史故事
——讲述《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的创作构思

刘 统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刘 统

这本书不仅是献给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革命
前辈，而且献给那些为中华
民族的复兴奋斗过、牺牲过
的先人。想想他们当年都那
么年轻，如果不去当革命
党，不去拿起枪杆，也可能
是学者，是成功人士。可是
他们凭着血气方刚，怀着一
种理想和信念，义无反顾地
献出了生命。青史留名、永
垂不朽，才是他们的人生价
值。把他们写下来，是我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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