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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大恺 

    古代中国的美术教育师徒相授，门派为宗，未有现代之所谓学院。五代及两宋时期的画院虽设画学，
但其性质是创作机构，且所谓画学实行的亦是师徒制，与现代之学院迥异。建立于1912年的北平国立艺专
是中国美术教育学院制度之肇始，紧随其后的是建立于1928年的杭州国立艺专，两所学校都是当时任教育



 

 

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催生的。两所学校雄峙南北，奠定了中国艺术院校的基本格局，影响至今。两所院校建校
伊始均大致效法欧洲特别是法国艺术院校的体例，管理制度、学科设置、课程结构、教学方法亦大致沿用了
欧洲或法国的模式，但在学理上仍兼顾了中国国情，中国画或被纳入课程内容，或单列系科。五十年代，学
习苏联，其影响遍及中国各艺术院校。因为苏联的艺术教育亦源自欧洲，因此，就制度言之，并无多少变
化。回溯历史，追寻那段时间苏联的影响，最为彰显者仅在技术，而且是油画技术。就艺术思想而言，影响
最持久者还是分别主持过杭州国立艺专和北平国立艺专（后改称中央美术学院）的林风眠与徐悲鸿。林风眠
与徐悲鸿均主张中西融合，但林风眠倾向印象主义及其以后的现代艺术，徐悲鸿则倾向写实主义。当时，因
受政治左右，其是其非，势若水火。今天人们对林风眠与徐悲鸿的艺术思想的认识仍可能有不同倾向，但已
与春秋大义无关。时势迁移，此一时非彼一时，现实地看，他们之间的分歧已实际蜕变为语言层面的差异。
至于苏联的影响，则似乎已淡化为一缕轻烟，随风而去。仍然影响着中国艺术与艺术教育的依旧是持续了一
百余年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但是，随着全球化的不可逆转，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
“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一定会衍生出不同的心理期许，以往的结论是否还能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时间
与空间氛围，亦一定存在疑问，存在重新认识的可能。 

    林风眠、徐悲鸿时期的争论，粗略看去，亦不过是抽象与具象之争，形式与内容之争，西方艺术在
林、徐之后的变化已不能同日而语了，今天的争论已变为架上与非架上之争、经典与时尚之争、永恒与即时
之争，实质上是艺术与非艺术之争。与此同时，还有诸如“艺术终结”等惊世之语，以及“艺术日常化，生
活化”，“人人都是艺术家”等颇具乌托邦色彩的美好瞩望，这些变化已经动摇了传统的西方艺术教育体
制，而对于这些变化客观地说中国还未真正做出回应，甚至没有真正面对。困难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
结论的，面对这些现象，我们已没有西方的模式可以借鉴，乐观一些看，也许我们从此可以摆脱中西之争的
纠葛，在没有中西之争的阴影的情况下建立起与中国国情相适宜的中国的艺术教育体制，并在实现这个目标
的过程中最终摆脱持续太久的纠缠于传承与创新的古今之争。 

   “中西之争”是近百年来体用之争的折射，透过这一争论我们看到近百年来在中国一切关于美术的争论
都与国家命运孰远孰近相关，这与中国古代特别是文人画以后“文以达吾心，画以达吾意而已”（苏轼：
《题朱象先画》）的美术传统颇为不同。这一改变对于中国美术是一次历史性转折，中国近百年里所有关于
美术的争议都是由这一转变衍生出来的，在西方艺术愈益意识形态化的境遇中，中国古代的美术思想是否存
在重新评价的可能，是否存在重新评价的必然，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艺术教育不等同于艺术现实，它们之间的间离性规定了艺术教育的社会职能，这似乎是以往的艺术教
育中很少顾及的，艺术教育如果等同于艺术现实，艺术教育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了。艺术教育除去不断地回
应艺术教育的现实以外还能做什么，这是今天的艺术教育应当特别予以关注的。我们应当尽快超越诸如招
生、考试、学籍、学分等等具体的制度桎梏，将艺术教育的目标聚焦于艺术教育究竟能够给人类包括中国贡
献什么这一目的上来，应当相信，艺术教育一旦调整到一个理应属于它的位置上时，诸如招生之类的具体问
题，都一定会迎刃而解。 

    八十多年前，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他的设想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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