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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期盼文艺工作扎根大地 为时而著

马采是当代美学的开拓者之一
率先把黑格尔美学介绍到中国

收藏周刊：前段时间，扎实推进文

化强省大会在广州召开，有关文化强省

的建设推进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您

可否介绍一下，在哲学领域的文艺研究

方面，中大哲学曾经有哪些重要成果或

者殊荣？

周春健：中大哲学系创立于1924年，

是中山大学建校之初最早培植的学系之

一。早期的中大哲学系名家云集，其中

不少学者的学术研究即涉及文艺领域。

比如曾经担任过中大历史系主任、哲学

系 主 任 的 著 名 学 者 朱 谦 之 先 生 ，在

1932－1945年期间曾经撰写过《论诗乐》

《中国文化中的音乐精神》等多篇论文，

并在1944年发起“音乐文学运动”，产生

了较大的影响。哲学系教授马采先生是

我国当代美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率先把

黑格尔美学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著

有《黑格尔美学辩证法》《论艺术理念的

发展》等论著，提出“没有不被创作的艺

术，也没有不被鉴赏的艺术。鉴赏便是

创作，创作便是鉴赏”的观点，受到学界

重视，被称为“马氏美学辩证法”。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 1938－1949
年中大被迫迁校、抗战流离期间，时任

哲学系教师的马思聪、高剑父等著名艺

术家，还积极发挥文艺的特殊作用，鼓

舞士气，保家卫国。比如粤北坪石时

期，马思聪曾多次举办小提琴演奏会，

演奏《思乡曲》等名曲，极大地激发了广

大师生团结抗日的热情。据马采先生

夫人陈云女士回忆，“由高剑父发起，马

思聪、马采、陈钟凡（当时中文系教授）

还计划在中大创办艺术系，但由于抗战

爆发而告吹”，这可算作广东文艺史上

鲜为人知的一段轶事。

收藏周刊：在您看来，目前广东在

文艺方面的哲学研究的现状如何？在

国内相关领域处于怎样的地位？

周春健：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

究，只能粗略谈个印象。广东的文艺评

论在全国是比较活跃的，这与广东作为

改革开放前沿、毗邻港澳地缘都有关

系，因为文艺本来就跟时代有密切关

联。无论将文艺视为“文学与艺术”，还

是将文艺理解成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广东的相关研究都有一些重量级的学

者，在全国有很大影响。这些学者分布

在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哲学、中文、历史

等诸多学科，并不限于哲学系。

以“展览”的艺术方式

展现传统文化之现代际遇

收藏周刊：我了解到，您深耕现代

乐教的实践与研究已经多年，您认为，

做好乐教研究，对于促进文艺繁荣发展

有着怎样的意义？

周春健：我所理解的“乐教”，并非等

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音乐教育”，而更多

强调的是“音乐教化”。孔子所谓：“移风

易俗，莫善于乐。”这其实是一种古典乐

教观念，当然也属于“文艺”范畴。

近几年来，我在广州大剧院、中山

图书馆、广州文化馆等处，面向市民曾

经举办过多场现代乐教专题讲座，于

2020年4月举办过“百年弦歌：习之堂藏

现代乐教文献展”，并且在去年为中大

哲学系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新课——“现

代乐教十五讲”。在“百年弦歌”的展览

前言中，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从古
典乐教到现代乐教，其内在精神实一脉
而相承。在中国现代革命建设进程中，
曾经涌现出大量脍炙人口、为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经典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培
育时代新人，塑就时代新风，成为社会
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现代条件

下，更需要大力弘扬现代乐教，依仁游

艺，陶身淑心。”这里说的，正是乐教对

于促进社会发展包括文艺繁荣在内的

重要意义。

收藏周刊：近年您主导策划的“习

之堂”系列展览，引起了不少的关注，而

且展览之间也有一定的关联性，您可否

介绍一下其中的策展脉络？

周春健：我本人创立的这个私人收

藏馆，全名叫“习之堂儒学馆”，这个馆

名其实就包含着我收藏策展的一些基

本理念。馆名取自《论语》首句“学而时

习之”，意在强调传统儒学的践行特

色。“习之堂儒学馆”的创建，目的在于

以实物形式展示儒学历史之变迁，并试

图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2019年以来，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的

大力支持下，“习之堂”开始有序整理相

关藏品，连续推出五场专题展览，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从“百年讲义”“百年家

书”“百年弦歌”到“风月同天”“为时而

著”，五场展览的举办，都包含着浓厚的

学术意识，皆是从古今中西的宏观视

野，以一种“展览”的艺术方式展现传统

文化之现代际遇。

从更广意义上说，“习之堂”系列展

览，试图“藉展览理解中国”。比如“百

年讲义”试图理解中国教育的发展变

迁，“百年家书”试图理解传统伦常在现

代中国的存在形态，“百年弦歌”试图展

现现代乐教在中国革命建设百年进程

中的重要作用，“风月同天”试图展示中

国传统文化对东亚汉字文化圈、东亚儒

教文化圈的实际影响，“为时而著”则试

图理解中国革命中的文艺问题。所有

这些主题，都是理解现代中国及古典中

国的重要方面。

应当说，“习之堂”举办的这几个展

览确实有很强的连贯性，但并不全是预

先规划好的，更多则是基于当时诸多学

术性事由的触发。清代著名学者章学

诚曾言“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习之堂

举办的相关展览，也正是努力追求这一

为学境界。

展现中国气派
弘扬华夏美学

收藏周刊：在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

设中，目前的文艺研究还有哪些地方亟

待推进？对相关研究学者是否可以做

一些呼吁？

周春健：“呼吁”绝不敢，仅谈几点

感想共勉。一是文艺研究尤其是文艺
创作，一定要保持多样化，百花齐放，万
紫千红，孟子即曾言：“夫物之不齐，物
之情也。”保持多样化，文艺才有生命
力。二是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文艺创作
或者文艺研究文艺批评，都要遵守恒常
不变的准则，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80
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会议所要解决的核

心问题便是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

的问题”。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十次全国文代会上也指出：“文艺创作

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

法是扎根人民。”

在“为时而著：习之堂藏延安文艺

讲话文献展”前言的最后，我曾说过：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伟大事

业需要伟大精神，伟大精神需要伟大

作品。扎根大地，为时而著，我们热切

期盼我们的文艺工作，能够坚守人民

立场，打造文艺精品，展现中国气派，

弘扬华夏美学。在呼唤民族复兴的伟

大历史时刻，让我们立足新时代，‘一

起向未来’！”这是我自己对于文艺工

作未来发展的一点看法，愿意以此与

诸位同道共勉！

中山大学教授周春健：

现在的中山大学锡昌堂一楼，已经成为了广州一个备受关注的文化交流场所，近年开始，持续推出了系列展览，从“百年讲义”“百
年家书”“百年弦歌”到“风月同天”“为时而著”，五场展览的举办，都包含着浓厚的学术意识，皆是从古今中西的宏观视野，以一种“展
览”的艺术方式展现传统文化之现代际遇。近期，这里正举办的“习之堂藏延安文艺讲话文献展”更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角度进行了
详尽梳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展览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便是由“习之堂儒学馆”承办，该馆主人，正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周春健，日前，他接受收藏周刊记者专访，谈及广东的文艺现状，他表示，期盼文艺工作能扎根大地为时而著。

简介

周春健
男 ，1973 年 生 ，山 东 阳 信

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

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比较古典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

会理事、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

■“为时而著——习之堂藏延安文艺讲话文献展”展出的藏品。

■习之堂藏
老讲义。

■2021年 11月 10日，“风月同天——习之
堂藏东亚汉文书写特展”在中山大学南校
园锡昌堂一楼多功能厅举办。

■古元 版画《人桥》（旧版印刷品）在“为时而
著——习之堂藏延安文艺讲话文献展”上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