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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对艺术的感知是丰富多彩、天马行
空、充满想象力的。我认为这种感觉可以分
为两部分，一是“感”，就是感性的东西，
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是对艺术自然形
成的感悟。“知”是从外界获得的，源于对
艺术知识的渴求，在这方面，老师的工作比
较重要。孩子是一张白纸，艺术感觉逐渐被
束缚有时是从“知”开始的。但是“知”本身
也很重要，“感”和“知”是相辅相成的。

我认为所谓的名师应该是明师——— 明白
的老师，他会带给孩子对艺术的认识和感
受，而不是单纯地教技法。尤其是中国绘
画——— 特别是中国画中的写意画，更注重在

艺术中的感知状态。
但是现在社会上有这么一种状况，孩子

们所上的书画培训班，缺少恰当的衡量标
准，甚至很多培训班有失水准，很难让孩子
真正地在中国水墨画中自由徜徉。

想要提高孩子的认知力和鉴赏力，首先
应该让他们走进美术馆、博物馆，感受真正
的中国传统文化，让他由感而知才行。

另外，要让中国传统艺术走进课堂。很
多大学生毕业以后从事绘画，可能要经过很
多年的学习和实践，对艺术的感觉和认识才
能愈加深刻。孩子也是一样，要让孩子真正
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一个长

期而深入的过程，不要走一些野路子、捷
径。如果孩子只会画几笔梅兰竹菊，把小葡
萄画得很圆，他们的艺术之路是令人担忧
的。不要让“江湖”的或者流于表面的画法
影响了孩子真正的艺术创造，不要让孩子们
对美育的感知力下降。

我之前在政协写提案的时候也说，希望
年轻的画者走进学校，让学生真正地体会和
学习中国的传统艺术。理想是美好的，但是
付诸行动的话，也会遇到不少困难。我相
信，那些有天赋的、对艺术充满向往的孩子
及其家长，会选择从正确的起点开始，逐步
走向艺术的高峰和殿堂。

愿你不江湖 无套路 天马行空
——— “中国人寿杯”第十五届山东省少儿书画大赛专家谈

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和大众报业集团主办、山东新闻书画院承办的“中国人寿杯”
第十五届山东省少儿书画大赛颁奖典礼暨获奖作品展已于9月初成功举办。

本次大赛的主题为“牵手国寿 共赢未来”，共收到全国各地中小学校、少儿美术机构及个人来稿100余
万份，涵盖国画、书法、油画、素描、版画、篆刻、拼贴画、水彩画等门类。

本次大赛评委会由李向东、王小晖、韦辛夷、刘光、马林春、杨晓刚6位知名书画家组成。评选结束后，
评委从当前少儿书画艺术的整体水平、现存问题和发展方向等方面畅谈了各自的见解，对广大爱好书画艺术的
少年儿童提出了殷切的希冀，也送上了诚挚而美好的祝福。 ——— 编者

看了大赛中孩子们的作品，我由衷地感
到，中国书法在当代有继承，有发扬，后继
有人。从参赛作品的数量来看，现在学习书
法的少年儿童确实不少，其中不乏优秀者。

当然，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这些年，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界对书法

艺术的关注度和推广热情越来越高涨，这就
需要更强大的师资来支撑。孩子学习书法，
大多是通过社会上的培训机构，培训机构的
水平对于孩子的整体状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很多孩子是有灵气的，但如果引导得不
对，走偏了，形成了匠气、死板或哗众取宠
的面貌，就不好纠正了。更不能急功近利，
为了参赛而写字——— 即使能取得一点成绩，
对于孩子将来的发展也不利。

就广度上来说，我们山东是书法大省，
书法专业人才很多，只是需要更配套的教育
体系来使这个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每年都
有很多书法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他
们是否能把所学用于社会，这是个关键问
题。我是在山东省教育书法家协会，常常关

注这类问题，书法专业师资缺乏是个普遍
的、长期的现象。

就高度上来说，书法学习需要眼界，眼
界的提高需要长期的学习和适当的帮助，这
个责任主要不在家长和孩子身上，而是整个
社会都要考虑，都要努力去解决的问题。

学习书法的渠道和途径很多，如果各培
训机构把关注点从商业利益更多地转移到专
业提升上，用更合理的方式和途径来运作，
效果会非常明显。

相关教育部门对书法的普及很重视，也
有相应举措，比如高校书法专业的设置和不
断扩展，在中小学实施书法进课堂等，不过
这些行为同样面临师资匮乏的问题。我建议
相关部门和机构能够看到这一点，花些气力，
在全省进行一些长期的、专业的师资培训。

具体到少儿阶段的书法学习，多大年龄
应该写出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没有定式。所
谓的好，会有一个基准，这个基准类似地平
线，从这里往上走没有上限，但是提高了多
少是可以看到的。书法是一门艺术，它之所

以成为中国十大国粹之一，是因为蕴含了博
大精深的文化，不是单纯的写字。学书法的
人要对中国传统汉字有深入的理解，还要有
正确的三观，清醒的认识，各方面素养相融
合，产生一种正的取向。这个取向不光体现
在书法上，而是全方位的。书法有法——— 技
法和道法，道法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现在社会上有不少流行书体，不建议提
倡，书法不是流行艺术。一些有个性的书体
取自大师的作品，但是仅拿这些边边角角让
孩子学习，或者干脆成了主攻方向，就是舍
本逐末、拔苗助长了。很多东西孩子还理解
不了，需要先从正统入手，从基础开始，不
可急功近利。书法学习是分阶段的，在每个
阶段都要问问这是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
做。一上来就写个性化的东西不可取，但目
前这个风气有点愈演愈烈。建议广大家长、
孩子和培训机构不要有猎奇心理，我们中华
文化源远流长，书法艺术博大精深，需要以
更严肃的态度去研究、去学习、去继承和发
扬。

|相对于往届来说，“中国人寿杯”山东
省第十五届少儿书画大赛的作品看起来更加
丰富和具有冲击力，这也是社会进步、生命
成长的必然。孩子们的绘画内容十分多样，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孩子用天真的画
笔、独特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之情。

在我看来，当前我国，尤其是山东少年
儿童的书画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多年担任山
东省少儿书画大赛的评委，我见证了一批又
一批孩子的成长，他们的作品不仅画在了纸
上，同时也画在了各自生命历程中。

我在高校教授中国画，发现有一个规
律，班里专业比较优秀的学生，大多是从小
就开始画的；临阵磨枪考中国画专业的，如
果兼具天分和努力，也可以取得成就，但常

常是另外一种面貌。从少年儿童时期就开始
接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熏陶，进行这方面的学
习和训练，对孩子一生的道路都可能产生影
响，他们对笔墨的理解、对艺术的鉴赏能力
都能够有个更扎实的根基，到了提升阶段会
更加顺利，就像京剧所讲的童子功一样。即
使他们将来不从事绘画专业，也可以借助这
部分艺术的养分来滋养生命。

通过对参赛作品的观察和分析，我们收
获了很多惊喜，同时也有一些建议。希望无
论中国画还是其他画种，都要遵循一个基本
点，就是能看出是孩子的作品，不要老气横
秋。中国画虽然运用的是传统笔墨，但画的
是孩子眼中所见、心中所想，是他们想要表
达的内容，要把儿童的天真烂漫体现出来。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国画培训班，我建议

不要盲目追求成品，而要先把技法教好，把
文化吃透，到创作的时候再放开，充分发挥
想象力，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我们确实感觉
到，现在有些孩子笔墨中的套路太多了。

中国画的学习还是需要临摹。学习和创
作是两回事，我们通过临摹学习技巧，但拿
出去的作品，要尽量摆脱临摹的痕迹。

在这次评选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国画的
比重还是不小的，这令人高兴。中国画属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它、学习它，深入地研究，努力地追求，好
让这一瑰宝得以传承和发展。

“中国人寿杯”山东省少儿书画大赛现在
越办越好，影响越来越大，这对培养少年儿
童对绘画的兴趣和树立信心很有帮助，是素
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所以一定要坚持下去。

孩子个个都是艺术天才。
画画这件事，是孩子天性使然，混沌初

开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所以很多孩
子的画作让人看了大呼惊艳。咱们应该顺应
这个规律，让孩子的天性发挥出来。

大众报业集团山东新闻书画院和中国人
寿已经举办了十五届少儿书画大赛，我曾多
次担任评委。一个面对广大少年儿童的公益
大赛坚持了十五年，说明我们从一开始就深
刻理解和积极推崇美育精神，并且真抓实
干。这个大赛非常有意义，充满了正能量，

希望越办越好。书画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和继往开来的道路上，
我们从未停下脚步，也不能停下脚步。

孩子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用天真烂漫的
绘画来归纳生活、表达情感、发挥创造，同
时不断吸收新思想、新理念，逐渐形成自己
的艺术语言和人生格调。

有些人喜欢问孩子都适合画什么题材这
样的问题，我认为儿童绘画就应该天马行
空，题材上没有太多限制，从一双鞋子到大
宇宙都可以入画，成人不要过多干涉。尤其

不要让小孩子画成人画——— 在评选过程中我
们看到，有些孩子报送的作品是齐白石的螃
蟹、虾米，郑板桥的竹子等，有关这个现
象，几位评委没有提前沟通，但是大家在评
选现场的态度很一致——— 不提倡孩子过早画
所谓的经典样式，可以把它当作练习，但不
要以为这是创作。这是大师经过一生的提炼
而形成的总结性笔墨语言，孩子是不容易理
解的，只能依样画葫芦，反而影响了他们的
观察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如果刻意追求，
就进入了程式化，导致天性被束缚。

“中国人寿杯”第十五届山东省少儿书
画大赛已经落下了帷幕，作为多次参与大赛
的评委之一，我有颇多感受。

首先，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小书画爱
好者踊跃投稿参加大赛，这是很可喜的现
象，反映出社会和学校、家长和学生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和主动学习。“从小写
好毛笔字，长大做好中国人”，这个概念在
孩子们的潜意识当中已经生根发芽，令人欣
慰。这个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
泛，主办和承办方功不可没。一个大赛坚持
十五年定期举办，这个行为是值得尊敬的，
其意义是深远的。

每次大赛都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小作

者，他们在真草隶篆方面都有不错的展示，
表现出一定的天分和勤奋精神。孩子积极的
的书写态度，与良好的环境和老师的辛勤培
育是分不开的，我们看到，孩子们上台领奖
的喜悦和家长老师的付出是成正比的。

在当前美育的环境下，少儿书法教育呈
现多元化，少儿书法学习应该在普及的前提
下进行提高，也就是说，重在普及的质量。
让学生在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接受正确的
书写训练，首先要把汉字写得准确端正，学
有余力和兴趣，可以借古代碑帖临习，提高
审美能力。书法的学习和绘画的练习是不一
样的，绘画可以发现少儿的天趣和纯真，书
法更多的是要求耐得住性子反复练习。所以

老师要把愉快的书写精神传递给孩子，因势
利导、因才施教，让学生在书法的学习中对
我国悠久的文化血脉更加热爱，变成一种潜
移默化的自觉才好。

我们现在学习书法，学习方法的正确与
否很重要，这取决于师资的环境、教材的选
择以及老师的好恶上。书法老师不一定写得
多么好，但首先应该是书法之道的明白人。
我们在评选作品时，看的是学生的创作，考
量的是指导老师的教学方法。建议今后的少
儿书赛统一作品尺寸，也可以临创结合，就
是一件临作加一件创作，重在检验学生的综
合能力，同时也为今后向书法高峰攀登打下
坚实的基础。

要让孩子由感而知 杨晓刚（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

幼时学画滋养终生 马林春（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艺术学院国画教研室主任）

孩子都是艺术天才 韦辛夷（山东省美术家协会顾问、原副主席，济南市美协名誉主席）

书法不能急功近利 刘光（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艺术学院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

传递愉快的书写精神 李向东（山东省书法家协会顾问、原副主席）

王朝旭 童年

支蔚然 一个少年的童年记忆

邝洛瑶 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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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凌锐 科技时代

杨青霖 繁荣与时尚

潘俊雅 绪

周铭轩 沙漠移动水

张洪硕 怪兽星球

刘辰希 梦乡

司皓宇 趵突泉

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李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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