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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艺术艺术艺术大大大大师韩师韩师韩师韩美林做客新人文美林做客新人文美林做客新人文美林做客新人文讲讲讲讲座座座座谈艺术观谈艺术观谈艺术观谈艺术观 

        清清清清华华华华新新新新闻闻闻闻网网网网1月月月月2日日日日电电电电 （学生通讯员 柴方柴方柴方柴方圆圆圆圆）2011年12月29日下午，大礼堂外雪花飞舞，大礼堂内座无

虚席。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迎来本学期压轴的演讲，也是重量级嘉宾——他13岁当兵，15岁当小学美术老师，

19岁那年凭着自己的勤奋与努力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即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系的前身；他设计了中国

国际航空公司的“凤凰”航标，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最近，他又将自己的

第6次个人艺术大展开进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他就是著名艺术大师、清华大学教授、75岁的韩美林先生。他以

“传承与超越——我的艺术观”为题，在大礼堂为清华师生讲述了他对艺术创作与艺术人才培育的独到见解。

讲座前，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陈吉宁会见了韩美林教授。 

图为韩美林做客新人文讲座。记者 崔崔崔崔凯凯凯凯 摄 

  韩美林首先对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如果致力于艺术事业，就应该有当栋梁

的信心与决心。艺术教育也应该把培养栋梁当做一个重要目标。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学问。“做学

问”3个字贯穿了韩美林教授的整个讲座。他认为，在当今的艺术发展中，学校、教师、甚至教育体制本身都是

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局限的。所以学生就要充分地进行学习，拒绝浮躁。他提到了当下整个艺术界一种浮躁的现

状，认为艺术创造不能浮躁，金钱至上的观念是错误的在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应该

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只有考虑可持续的发展，艺术家才能有长久而持续的创作源泉。 

  接下来，韩美林教授对当下流行的所谓的一种“文化艺术形态”进行了批评。他认为，经济等领域可以实

现国际化、全球化甚至一体化，唯独艺术不可以这样，这是起码的常识。现在许多对“艺术全球化”或者是让

艺术“走向世界”的炒作对于艺术本身而言都有失偏颇。林风眠、刘海粟等大师回国之后都致力于发展中国艺

术。韩美林教授认为，中国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底蕴，这是我们的历史文化瑰宝，我们要做的就是赋予这

些深厚积淀以现代的色彩。 

  韩美林讲，他认为自己就是老百姓的画家，时时告诫自己不能自满，他说这得益于求学期间，老师经常带

着同学一起下乡采风，跟老乡一起哭一起笑进而培养出的一种创作状态。即便是年事已高，他现在每年也会带

着自己的学生下厂、下乡“接地气”，其目的在于：为了艺术，向生活求教。他提到了下乡采风途中，在陕西

横县看到的一场社戏，简陋的舞台一层土一层高粱杆，演员深一脚浅一脚地演出《霸王别姬》。那些老乡的生

活表面看上去很艰苦，但是对艺术的感情非常丰沛。 

  韩美林指出，现代的很多艺术创作没有生活，不“接地气”，所以也表达不出真情实感。艺术家应该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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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世界。他特地提到了自己的一件作品《天书》，这件作品是从甲骨文、古陶

文字以及收集了几万个难以考辨其音、义的文字。《天书》是他从视觉和造型的角度对中国古文字所做出的独

特阐释，既是文字，是书法，也是绘画。 

图为韩美林讲座现场。记者 崔崔崔崔凯凯凯凯 摄 

  韩美林还认为，艺术家不是“匠人”，必须不仅仅囿于自己领域内的技法和形式，艺术家必须是多面手。

他以自己为例，韩美林教授除了油画以外，其他领域都有涉及，“骑马挎枪走天下，木枪木马逗你玩”。多涉

猎一些艺术形式对于一个从事艺术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只会一招一式的是“匠人”，艺术家应该头顶音乐，

脚踏文学。 

  韩美林对现场的同学反复强调，艺术是搞学问的，而不是搞炒作的。培养童心，对于艺术来说是最最可贵

的。功利之心千万不能有，不然会出尽洋相。韩大师举了多个例子，证明“没有文化的文化”非常可怕。 

  最后，他向清华的学生提出了自己的期望。他说，艺术要有德，在艺术学习中应该强调个性的发展，不应

跟风，走个性化的路线才能有特点。在创作和学习的过程中，给自己制定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创作出自己的风

格。 

  演讲结束之后，韩美林教授为到场的几百名学生听众赠送书籍和画册，并回答了现场多名同学的提问。 

  此次讲座是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十）“艺术人文”第十七讲暨韩美林艺术大展系列活动之“高校

论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鲁晓波教授主持讲座。 

  演演演演讲讲讲讲人人人人简简简简介介介介： 

  韩美林，生于1936年12月26日，山东济南人，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

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主任，世界华人协会副会长，中国文化研究院荣誉院士，中国工艺

美术学会书画委员会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专业作家，清华大学教

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韩美林先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艺术实践者和开拓者，其创作涉及广泛，包括绘画、书法、雕塑、陶瓷、民

间艺术、标志设计乃至写作等等。其艺术风格独到，致力于从中国两汉以前文化和民间艺术中汲取精髓，并转

化为体现现代审美理念的艺术作品。代表作有：书法作品古文字集录《天书》，巨型城市雕塑《迎风长啸》、

《大舜耕田》、《五云九如》、《钱江龙》、《钱王射潮》、《火凤凰》、《火凤迎祥》、《百鸟朝凤》，设

计作品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徽、奥运吉祥物福娃等，作品集《山花烂漫》、《美林》、《韩美林自选雕塑

集》，《韩美林自选绘画集》，散文集《闲言碎语》、《韩美林自述》、《韩美林散文》、《豆蔻梢头——韩

美林人体艺术作品集》、《几回明月——韩美林课徒人体画稿选》、《嚥山嚼水——韩美林山水画集》《良弓

在手——韩美林书法作品集》等等。 

  其艺术成就斐然：1980年于美国21个城市举办巡回画展，并获得美国圣地亚哥市赠予的“金钥匙”，同

年，他创作的动画片《狐狸打猎人》获得南斯拉夫第四届萨格拉布国际动漫电影节最佳美术奖；1983年，韩先

生的6幅作品入选联合国发行的圣诞卡；2003年，荣获世界艺术家协会（美）世界艺术贡献奖；2004年，获世界

艺术家协会（美）颁发的世界艺术大师奖和美国前总统布什颁发的总统教育奖。在推动和促进艺术文化发展和

交流方面，韩先生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曾多次应邀到日本、印度等国进行文化交流和访问。2011年被环球

时报评为“最受全球关注的中国人物”榜首。在中国的北京、杭州两地均建有韩美林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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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林艺术大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 [2011-12-28]  

艺术大师韩美林受聘清华大学 [2011-04-09]  

韩美林受聘清华大学教授 [2011-04-08]  

钱耕森教授做客新人文讲座解读清华校训 [2010-11-25]  

秦佑国做客新人文讲座畅谈梁思成与北京旧城... [2010-11-23]  

《新人文讲座》等高端讲座成为清华学生必修课 [2008-10-06]  

美院刘巨德教授主讲清华新人文讲座之“美神... [2006-11-28]  

吴冠英做客新人文讲座讲解北京奥运吉祥物的... [2006-11-22]  

韩少功做客“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演讲文学... [2006-11-14]  

清华新人文讲座解读《红楼梦》的经典魅力 [2006-10-30]  

甘阳清华主讲新人文讲座 [2006-04-26]  

清华新人文讲座之文明的对话与梦想开讲 [2006-03-08]  

曹景行主讲“新人文”讲座:何必乱翻书 [2005-12-19]  

曹景行主讲“新人文”讲座:何必乱翻书 [2005-12-19]  

新人文讲座:单之蔷-看风景就是看自己 [2005-12-12]  

新人文讲座:单之蔷-看风景就是看自己 [2005-12-12]  

“新人文讲座”系列之“丰盈的寂寞” [2005-11-25]  

“新人文讲座”系列之“一个彝人的梦想” [2005-11-11]  

新人文讲座之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 [2005-10-17]  

新人文讲座之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 [2005-10-17]  

汪晖：高等研究的目的是“生产想法”——记... [2005-06-17]  

陈平原：解读“神话”——记《清华新人文讲... [2005-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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