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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国学讲坛



序   言 

 

五月是“春风吹又生”的季节。 

每年的五月也是湖北中医药大学《杏林国学讲坛》开讲的日子。当春

风吹绿大地，百花竞相吐蕊，旨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培养当代大学

生人文精神的“杏林国学讲坛”如期举行。届时，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作

客“杏林国学讲坛”，引领学子步入中华思想文化的圣殿，享受哲学、史

学、儒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中华民族文化盛宴。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文化中生生

不已的变易之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丈夫气概，

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正德厚生相统一的精神物质文明观等等，不仅是开

启中华民族智慧的钥匙，而且也是滋养世人心灵的甘泉。 

中医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人

贡献给全世界优秀文化品牌之一。我们要创新中医，并将中医推向世界，

必须以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前提。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

没有发展。开办“杏林国学讲坛”的初衷就是要搭建学习国学精髓、继承

中华文化、培养人文精神、发展创新思维的高端平台，彰显我校“以人为

本，德育为先，传承与创新并重，科学与人文相融”的人才培养理念。 

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

大学之大，不仅在于大楼，更在于大师，还在于大道，大气。既要有科学

的理论，也要有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人，有一批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

大学生。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不仅要培养扎实专业基础和较强实践能

力，更要塑造高尚灵魂和健康人格。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康德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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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头上是繁星闪烁的天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是一种多么壮丽、

大气的人生境界。年轻的学子不仅要脚踏实地，发奋学习，更要时常仰望

星空，坚守精神家园。只有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我们才能有“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情，才能有“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才能有“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气魄，才能在浩瀚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归属，才能真正成为 21

世纪的优秀人才。 

2010 年 5 月著名国学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其成在“杏

林国学讲坛”中谈到，学习国学的最大好处就是修心、开智。“修心”可

以让人们达到健康、快乐的心灵境界；有了快乐的心理，必然能够达到健

康的生命状态。学习国学可以让我们变得渊博、变得明理，变得机智、变

得豁达，变得文明、变得高雅，它让我们在获得温饱和财富的同时，拥有

一种别样的精神享受。“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明；

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该是何等的幸福之境！ 

文以载道。道不远人。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也

正迎来一次全新的繁荣。期望莘莘学子在走进中华思想文化殿堂，感受传

统文化盛宴的同时，进一步意识到所肩负的责任。 

“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所有大师的报告都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报告人审定。为了帮助读者理

解大师的思想，编者对报告人作了一个素描介绍，并对报告进行了解读。

是否妥当，赖于读者朋友批评。限于学识，书中错误在所难免，祈望指正，

便于今后修改。 

              编者于 2011 年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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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画大师说古论今妙笔丹青 

——周韶华教授印象 
 
 

一身红衫，一头白发，已届耄耋之年的国画大师周韶华先生精神矍铄、

步履矫健，谈起自己的艺术创作以及对中国画的批评与展望时文思泉涌，

说古论今中展示的丹青画卷也引来了台下学子的一阵阵掌声。5 月 22 日

下午，著名画家周韶华先生做客湖北中医学院“杏林国学讲台”，在图书

馆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了“寻根与转型”的大型人文讲座。讲演中周老还

展示了他的四十多幅代表作品，周先生说：“作品就是力量，身教胜于言

教。” 

参过军打过仗的周老，创作风格亦雄浑壮阔，他把自己的画作以及创

作生涯总结归纳为“三大战役”。第一大战役是以黄河为母体进行的系列

创作，古朴凝重，气势壮阔；第二大战役是以长江为母体的系列创作，再

现荆楚文化的浪漫情怀；第三大战役则是以大海为主题的系列创作，雄浑

遒劲，色彩丰沛，寓意深远。 

讲到这“三大战役”的创作过程，周老不忘给同学们历数自己的每一

个创作灵感产生的瞬间。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周老参观西安碑林博物馆

时，两尊辟邪石兽给他很大启发。此后，他四次到西安考察文物古迹，考

察黄河至入海口，行程三万里。这些经历，令他的视野更开阔，画风更大

气。他从民族、国家与历史的角度进行审美观照，以天道宇宙的意识切入，

先后创作了《大河寻源》组画。《黄河魂》为该组画作品之一，它以石兽

为伟大民族创造历史的见证，以曲线美显现黄河的生命力，具有强烈的视

觉效果和深厚的历史内涵。此后，他在仰韶文化彩陶中，寻找和发掘中华

民族的历史，用黄河象征民族的历史，将远古文明与当代文明连结起来，

创作了《梦溯仰韶》系列作品，从而完成了他的第一大战役。 

此后，周韶华开始第二大战役：纵横青藏高原，上下长江首尾，进行

江源探索。他曾登上连绵天际的长江发源地唐古拉山，感受“冰雪大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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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天鬼门关”的洪荒悲壮，创作了《不尽长江滚滚来》、《天地通流》等

作品。随后，他以浪漫狂放的风格，完成了《荆楚狂歌》组画的创作。一

幅幅地域特色鲜明的作品诠释着这位画坛大家浓郁的楚文化情结和不懈

的艺术追求，也让年近八旬的周韶华先生又翻开了他的人生新页。周韶华

说：“楚人与宇宙无间、同天地合和的文化意识打动了我，他们直指天界

的眼光、无羁超凡的想象、诙诡谲怪的意趣、精彩绝艳的色调，使我激动

不已。”在周韶华先生的《荆楚狂歌》组画中，有楚地山水、风俗民情，

更有仰天长问后义愤投江的屈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老子和在茫茫宇宙

中追索大道的庄子等人物形象。创作中，他融中国画以形传神的创作手法

与西方的现代表现手法于一体，酣畅淋漓，气势宏大。 

在完成了以黄河和长江为母体的艺术创作之后，周韶华将他的艺术视

角转向以大海为主题的创作，他称之为第三大战役。周韶华说，自己从小

在海边长大，对大海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的作品一直以“大视野、大

思维、大气象”为主线，这与齐鲁文化对他的熏陶有很大关系。 

从黄河到长江、再到大海的寻根溯源，在对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孜

孜探求中，周韶华用丹青妙笔叙说着五千年的历史，演绎着民族文化的博

大精深。也正是这种不懈追求的意志，不断创新的精神，奠定了他在中国

画坛的地位。 

讲演结束后，同学们就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批判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

“现在很多人对于中国画的前途很困惑，认为中国的传统水墨很难适应当

代人的需求”，周韶华说：“中医、国画、京剧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国粹，中

国画确实存在传承和发展的问题。把传统精神向现代转向，如果缺乏经典

的东西，继承的难度就大了。转向很难，要变革，不能裹足不前，要面临

挑战，要有新的东西。不过国画的开放程度较京剧相对好一些，这要在解

决矛盾中前进。”在谈到中国画的变革时，他提倡对西方绘画的学习和借

鉴，但不能失去自我，要有一个本土性主体意识，要对中国的文化充满自

信。在本土性的文化立场上再发展国际性，拿出最好的作品，向全世界展

示我们的自尊自信。当然也要吸收国外的一些东西，不能局限于狭隘的民

族主义。同时，周老也提出了他对中医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期望，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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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我们中医院校的同学们，致力于传承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发展壮大

中医药，让它走向国际化、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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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寻根与转型 

                                        

 

 

 

 

人物简介：周韶华，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任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

湖北省美协名誉主席、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委，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美术学院、西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南民族

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山东艺术学院和日本名古屋艺术大学客座教授，西

安美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名誉教授。２００８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授

予“终身成就艺术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举办“大河寻源画

展”、“六十年艺术探索展”、“梦溯仰韶画展”、“汉唐雄风巡回展”等画展，

发表《全方位观照论》、《横向移植与隔代遗传论》等论文，为世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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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神圣的使命感，就很难成为一个中国画家。过去，中国画、

中医学、中国京剧并称为三大国粹，这三大国粹的内在精神就是中国的文

化精神。刚才，《论语》的朗诵场景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们中国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民族文化有很大程度的忽视，国学的失落是很大的损

失。我们中医学院倡导这种国学精神，我感受到了这种氛围，十分感动。

我小时候没有父母，是一个孤儿，我的舅舅和外公照顾我，后来舅舅和外

公商量，得叫这个孩子读点书，于是，我读了很长时间的书。过去在农村，

请老先生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比别人年龄大，别人两

年读完的书，我一年读完，其他小孩四年完成，我两年完成。最先就读《论

语》，那时读《论语》很辛苦，但是给我的帮助很大，所以我听到《论语》

朗诵就很亲切。 

“寻根与转型”是我这三十年来关注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

一个中国画家如果不了解自己民族的的文化传统，不能走进本土文化，你

就没有民族文化身份，就没有民族文化立场。同时，如果你不能对传统有

所发展，有所创新，不能使传统再生，再创造，不能进行艺术转型，那你

就是端着祖宗的碗，吃着祖宗的饭。所以寻根与转型是我的追求，是改革

开放三十年来我在艺术道路上的最根本的追求。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

一讲。 

今天中医学院赠送我《黄帝内经》，我也非常高兴，因为中医整体性

的思维、综合性的思维跟中国画是相通的，也跟中国京剧的艺术处理方式

相似，不是写实的而是写意的，这些哲学思想都是相近的。今天中医学院

请我做名誉教授，我是也感到非常高兴和光荣。请我做名誉教授的单位很

多，但我非常看好中医学院，中医学院有雄厚的师资力量，有许多颇有建

树的中医教授，这个学校是很有前途的。 

在这里我不准备谈深厚的理论问题。中国画整体的把握、写意性的

艺术处理以及对艺术整合性的关照，这是它的精髓。我有两个最好的老师，

一个老师是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一个老师是自然造化。对于上下五千

年文化传统，你必须走进去，走不进去，就不能真正理解它，它就不能变

成你的精神财富，不能变成你的精神资源。如果艺术创作中不能掌这个最

7 



丰富的矿藏，艺术就很难成为本土文化。另一方面，如果不面对自然造化，

那么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也很难走向当代。所以，这三十多年来我心中最重

要的思想结晶就是要尊重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一个当代艺术家如果不尊重

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安危不尽职尽忠，就很难进入当

代艺术状态。同样，如果不到生活的源泉中去，不以自然造化为师，自己

的艺术也很难进入当代。 

先难后易，先远后近，我把中国的名山大川都跑了一个遍。长江源、

黄河源、澜沧江源、喜马拉雅山、昆仑山，我先去这些最边远的地方。我

在八十年代把中国的名山大川都跑了一遍，有的地方去过好几次，比如黄

河源头入海口，我去过十多次。不仅为了看自然景观，主要是因为我感到

黄河流域产生了黄河文化，长江流域产生了长江文化。我们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认为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长江文化稍晚一点。但是在长

江文化流域中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人物，比如老子、庄子、屈原，包括像楚

庄王这样的人物，大家比较熟识。随着出土文物的不断增加，对楚文化的

认识不断加深。我的心愿，或者说我的很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考察黄河文化

和长江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坐标来设计我的艺术。我的文化使命定位为建

构新的史前黄河文化，它的质量应该超过历史上最辉煌的艺术，我就是从

这里入手。我觉得中国画是一个文化载体，它是一种写意文化，要把它当

作一种文化来看待。我到黄河流域，大部分时间就是进行文化考察。我认

为一种创作要搞好，首先是它的文化内涵，然后就是生活积累。没有这两

条，你想搞好艺术创造就很难。艺术的传承与转型实际上应该解决好两个

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本土型与国际型的问题，一个是传统与当代性的

问题。我一直强调中国艺术的本土型，我们要解决好当代艺术的中国元素

与国际型的问题，必须把中国艺术融入全球视野，与国际艺术进行交流，

具有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如果我们不能带着民族文化的元素，带着民族文

化的思维，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立场，带着明确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就

很难在国际上取得话语权。同样，艺术如果不是国际性的，就不能面对全

世界，那么你的艺术生命、艺术影响力就仅仅封闭在本土。在今天这个信

息时代，就是落后的。我们这个世界经历着金融风暴，在这场风暴中，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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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家看好了中国。如果我们具有了话语权，腰杆子就特别硬。改革开放

几十年，我们中国积累了很多经验，具有了很强的实力，世界很多国家很

看重中国。中国的艺术也应该是这样，我们的视野应该是全球视野，全球

思维。我坚信，没有本土性，中国艺术将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没有国际

化，中国艺术很难进入国际舞台，因而也将失去本土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所谓转型，就是解决传统与当代的链接，本土性与国际性的链接。近三十

年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解决这两个链接。实现这种链接是我这些年从事绘

画的自觉的文化使命。没有国际化，中国艺术很难进入国际舞台。解决好

这个问题，不是靠一两件作品，而是靠全面地从整体创作来解决。我的创

作可以称为三大战役。我设计的第一创作轴心是黄河战略，具有一个战略

思想。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要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就像打仗一

样。后来我的创作成为了黄河——长江——大海三部曲。黄河战略首先是

黄河文化，因为我们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所以，首先以黄河

文化为坐标。第一战役以黄河文化为坐标，在寻根意识召唤下推出“大河

寻源”。一是意识到中国传统绘画的生机与前途深藏于生活的深层沃土中；

二是现代转型的内在生命蕴藏于五千年的伟大传统中。二者之合即我要追

寻的总根。同时，寻根也是我对传承与创新的回应。后来的姊妹篇“梦溯

仰韶”、“汉唐雄风”都是寻根的延续。以黄河文化为坐标，寻找能代表黄

河灵魂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环境中。对于大河寻源

图，我特别地讲一讲。这是一张狮首图，狮子象是汉代比较多的形象。我

在西安碑林看到了一幅双狮图，产生了大河寻源的构思。在西安碑林连续

看了三天，又到了汉武帝的陵墓，大河寻源的创作构思进一步明朗化。因

为在当时，中国各个方面都比较落后，我们中国跟世界反差之很大，这个

时候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就是有民族的大灵魂，民族的浩然正气，阳刚之气，

像孟浩然所说的“吾善养我浩然之气”。 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充实着

民族灵魂。后来我到了青山峡谷，看到壶口瀑布，瀑布的水流飞泻直下，

于是我创作了“狂澜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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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幅黄河图能表现我的创作追求。不仅仅表现一个自然景观，而是

把一种民族精神、民族魂魄充分地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画，这不

是古代的中国画，而是现代的、当代的。我们中华民族应该有这种浩然之

气，阳刚之气。这是我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的大河寻源的宗旨。我觉得这

个文章还远远没有做完，因为黄河流域的文化渊源深厚。我们看到的仰韶

文化有八千年的历史，仰韶文化之后是青铜文化，之后是先秦文化，然后

是汉代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使命感不是空话，而是一种实践。汉唐文化

这一部分就非常丰富，比如，古代石窟。龙门石窟、莫高石窟的雕塑，都

是不知名的作者的创作，把这些雕塑与希腊、罗马的雕塑放在一起进行比

较，也绝不逊色。我前后用了二十几年的走访这些石窟，创作了一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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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作当代的文化，就要把传统的文化转型为当代的艺术形态。我的三部

曲之一是大海，而比大海更大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大的是人的思想。中国

的哲学思维不是很狭隘的、很实在地讲一件事情，她与西方哲学不同，西

方哲学是分析的，不断地求证、量化。嘿嘿，在这里跑题了。 

我们看仰韶文化，这些小人，是彩陶上的人物。我的绘画就是要走

出仰韶，迎接新的光明，新的文化辉煌，这是对转型的一种尝试。在彩陶

上，这些小人手拉手地跳舞。我当时在青海的柳湾，我向博物馆的人请教

关于彩陶的事情，了解它们出土的报告，倾听他们对这些文物的具体描述，

听他们讲有多么高、多么宽。后来我搞了仰韶文化的展览，命名为“梦溯

仰韶——家园系列”。 

 

仰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丰富的内涵，它的元素在建筑上、服

装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把这种传统元素变成了现代的文化。我在研究

仰韶彩陶，搞仰韶彩陶创作的时候，收获非常大。它的这些符号与中国书

法、绘画是相通的。从仰韶彩陶可以看出仰韶文化中对水的崇拜。我们现

在的艺术，包括很多国画，完全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符号，丧失了民族文化

的元素。其实这些元素完全可以进入我们当代的文化，进入当代的艺术构

成。我创作这个仰韶系列，也是寄希望于当代的艺术家能够把传统文化的

因素融入到创作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文化自身、传统文化因素

失落了，丢掉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把这种文化丧失称为“文化断代”。

仰韶文化从河南、到陕西半坡、到青海，在河北、山东，都有文化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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