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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第二次，大约是二〇〇七年初秋，我在陕

西人民医院的干部病房见到刘文西，依然让
人感到惊诧不已，感觉他整个人突然衰竭了，
脸上的肌肉也塌下了，欠身入厕都需要两个
人搀扶，似乎连坐到轮椅上的气力都没有了，
医生说已经下了两次病危了。但是过了些日
子，我听说先生居然去了海南，居然在那和煦
的椰树下康复了，可以站起来写字涂抹了。
后来，我在西安见到康复的先生表示钦佩，
刘文西居然平静地告诉我，以后他准备画一
张大画，这才刚刚启稿。言下之意是他的使
命远未完成，怎能诀别画案呢？我觉得先生
已经功成名就，完全没必要把自己折腾得像
个苦行僧似的，完全可以松开筋骨去享受去
休息了。然而先生的答复让我暗暗一惊，他
说，你看兵马俑所以能引起世界惊叹，不仅
仅是因为时代悠远，也不仅仅是一尊尊成人
大的陶俑活灵活现，而是因为规模宏大，一
个俑坑就有近千个将士，正是这个庞大的规
模感动了世界。所以他也要按真人的比例，
画一幅百米长卷，一年画上八米，画它十几
年，一定能把一生采撷的陕北印象凝结到画
幅上。我盯着那标志性的浅蓝帽子下的眼
睛明白了，先生可能早已揣上了宏大的报
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

第三次，是二〇一七年春季，有一天时
任省长让我看了先生写给他的信，询问刘
文西美术馆的事宜。我认为给先生建造一
个美术馆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长安画
派的大师们同等迫切呢。何况先生曾经对
我说，如果政府能为他在人流密织的曲江建
一座美术馆，他会捐出自己相当一部分力
作。呵呵，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从狭义的
经济角度也是合算的。何况先生的影响力
早已飞渡黄河，是为全国著名的美术大师
了。我随后听说事情进展得异常顺利，就想
把领导的关怀告诉先生。然而，我很快听说
先生又一次病危住院了，而且一下子就病得
不能自理了，身体的好多脏器也有些衰竭
了，那病危通知像催命符似的一天一下。但
是，先生脾气反而愈发烦躁，常常把输液针
头自己拔了，要进南山去调养去。我想这个
老人也许实在是老了，连医生的话也不听
了，这病可怎么能好呢？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是，又过了些时日，
众多媒体竞相报道刘文西的百米长卷在西安
美院美术馆处女展引起轰动。我匆匆忙忙赶
去看了，第一次见到这般规模的国画大作，内
心震撼难以言表。那幅长卷名为《黄土地的
主人》，将我国北方农村的风土人情艺术地浓
缩到宏大尺幅上，让人不仅对那熟悉而又陌
生的黄土风情感怀不已，也让人对先生精湛

的技艺叹服不止。这就是人民的艺术家对他
眷恋的黄土地深情的述说啊。

今年初春我又去家里看望，见他又坐进
轮椅里了，身体也更显得消瘦了，脸上还浮现
出许多粗糙的皱纹和深深浅浅的斑块。但他
依然张扬着固有的生命韧性，声音清脆不减
当年，指挥人拍照，指挥人留存资料。我笑说
当年你说要创作一幅大作，谁都没有当回事，
不想十年过去还真被你拿下了，这样规模的
巨幅画作，在中国美术史上应该是第一幅，在
世界美术史上也是少见的，现在你的心愿了
却了，可以放下心了。然而，先生却说他现在
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但他又没明说新想法是
什么，只是表示现在他坐在轮椅上也很难受，
但只要拿起画笔身体就不疼了。我翻开桌上
一摞素描稿，不禁佩服再三。

我离开了先生的家，在回去的路上与朋
友感叹老画家生命之顽强，我终于明白了，刘
文西就是为艺术而生的，这显然是他一生的
信念，就是要创作出惊世骇俗的大作来，所以
他那生命的蜡烛因为有了黄土地的滋养便愈
发勃旺了。而他的这个信念就像一个护身
符，忠诚地为他抵御着风险，就连那可怕的病
魔也居然退避三舍，似
乎上帝也是爱怜人民
艺术家的！

那么，刘文西的美
术创作究竟呈现了怎
样的艺术状态，这里我
也谈点阅读的体会。

首先，刘文西始终高举深入生活的大旗，
努力通过直接体验发掘创作灵感。先生对深
入生活的认识是真诚的，他在上海育才学校
上课时得到了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从此便作为了座右铭，每读一次都有
新的体会，一生都在实践《讲话》的精神，即使
在强调政治第一的时期，或是强调内心感觉
的西方风潮袭来之时，先生从没动摇过对这
面旗帜的信仰，从不将时间和笔墨浪费在历
史的故纸堆里，迷恋什么仕女侠客，可以说先
生一生的创作几乎都是现实题材，都是对现
实生活进行提炼创造，这尤其难能可贵，在当
今画坛也是不多见的。

当然，刘文西所以会将笔墨集中到陕北
乡村，还是经历了一个探索过程的。开始他
的触角相当广泛，有田园也有工厂，有村落也
有城镇。我发现刘文西从踏上三秦大地的那
一刻起，就迈开双腿深入到关中的田间地头，
满腔热情地将百姓的生活述诸笔端，那些散
落报章的一幅幅速写就是最好的注脚。几乎
难以想象，从1958年至今，刘文西已经先后近
百次深入到陕北的沟壑窑洞，将画笔瞄向了
在那块土地上劳作的人民，注意从生活中采

撷美丽和深沉，创作了一幅又一幅反映劳动
者生活劳动状态的绚丽画卷，艺术地再现了
领袖与百姓亲密相融的故事，引起了艺术界
强烈的赞誉。

也正是由于现实生活丰实的滋养，使得
刘文西迷醉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创作
了数以百计的鸿篇巨制，即使到了晚年依然
痴迷于《黄土地的主人》的创作。这幅长卷，有
二米一高，十三个单元，二百六十多个人物，构
成了一百零二米长的艺术长廊。这的确是一
幅振奋人心的旷世之作，让任何一位有修养的
人站在巨作前都会在心灵荡起波澜，只见那
米脂婆姨在逗闹黄土娃娃，只见那绥德汉子
在挥锤凿石，只见那安塞小子荡起腰鼓，只见
那陕北老汉依偎着羊群操起旱烟……老画家
似乎把一生采撷的人物一一凝聚笔端，创造
了一个个源于生活又美于生活的人物形象。
现在我们就可以判断，这幅大作必将以豪迈
的气场雄立于中国现代美术史册的显著位
置。显然，如果没有对生活长期细致的观察
探索，是不可能掌握这么多人物形象的，也难
以将之艺术地再现于宣纸之上。

其次，刘文西崇拜黄土地，用心在表现黄

土地上圣洁的形象。我们知道不同的艺术家
对同一生活的观察会有不同的表现，黄土地
上的生活同样是复杂的，呈现的状态有真善
美，也有假恶丑，作为艺术家可以攫取的素材
如万花筒般丰富多彩，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刘文西当然知道在我们生活的黄土地上
也有低俗和苦闷，但是画家没有精雕那些阴
暗晦涩的东西，刻意放大人物的彷徨和浮躁，
而是孜孜不倦地挖掘生活中的美好和甜腻。

而且刘文西在绘画实践中，对黄土地已
经从着迷转向了崇拜，进而深入了骨髓，直至
将黄土地作为了自己的精神图腾，几乎所有
作品都致力于黄土地上人物故事的挖掘，集
中笔墨瞄向了陕北那片魂牵梦绕的地方，一
下笔就是六十年，六十年如一日，用心用情将
眼里的圣洁描绘出来，形成了极具个性的美
术语言。他画领袖，是黄土地上的领袖；他画
老人，是黄土地上的老人；他画姑娘，是黄土
地上的姑娘，可以说黄土地使画家终生迷
醉。一位黄土崖畔上的小姑娘他从五岁画
起，戴上红领巾画，成了妈妈在画，后来成了
奶奶仍旧在画。我想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一
个民族的记忆，这个人物的组像是可以直接

放进博物馆的。而他的《沟里人》的原型，就
是安塞县沟门村的一位老汉，早些日子他又
下乡去看望 ，老人的女儿流着泪说，父亲已经
离别黄土地了，现在家人将刘文西画的像挂
在堂屋，因为老父亲一辈子没有照过像。但
我想那《黄河子孙》、那《唱支山歌》、那《老百
姓》、那《黄河纤夫》、那《陕北老石匠》，应该都
有那位父亲的身影，在刘文西笔下老人已经
依偎黄土化身永恒了。

当然，刘文西也不是照相似的表现黄土
地的生活，而是注意从生活的某一瞬间来反
映人物的精神世界。我们注意到刘文西和长
安画派的大师一样对仕女侠客没有丝毫兴
趣，笔下点染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与笔
下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卓越艺术家方有
的才情和魅力。那幅《解放区的天》，绘制了
那样宏大的场面，数以千计的老百姓围在杨
家岭的黄土峁下，欢歌起舞，热闹非凡，走近
画稿就能感受急促的鼓点。然而，画家却没
有对那社火队伍刻意着墨，而是将视线聚焦
到领袖与百姓悄悄地交流，毛泽东背手拿着
小板凳，倾身询问两位老汉，人群中有人注意
到领袖来到百姓中间，侧身而望露出笑容，可

见领袖与人民水乳交
融。此情此景，刘文
西是一定没有见过
的，但是他亲身体验
过围观黄土地上闹社
火的热烈情形，知道
领袖与人民心心相

印，所以画家有感而发，创作了这么一幅宏大
的作品，甫一问世就轰动了画坛。

必须强调刘文西是有可贵定力的。这个
定力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思潮的蛊惑，都能始
终如一地对黄土地眷恋情深，集中笔墨来表
现黄土地上的真善美，根本不理睬社会上时
常刮来的粉饰之说。所以，当这片浑厚苍茫
的黄土地演化成了画家的精神图腾，他捧起
黄土，感觉土香，拥抱黄土，感觉土暖，他独
具慧眼，剔除杂质，娴熟地将现实主义与浪
漫主义相结合，将那些悲苦、愁闷抛之画
外，倾心表现黄土地上革命者的气魄，奋斗
者的精神，创作出了一系列生动鲜活的黄土
地上劳动者的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快乐
的陶冶。所以，艺术家找对了膜拜的图腾，也
就找到了升华的阶梯，这应该就是大师与平
庸的显著区别了。

再次，刘文西着力笔墨创新，丰富了中国
画表现技法。我们知道中国画的线源远流
长，唐代的吴道子就把线的飘逸表现得出神
入化，被人们赞誉为“吴道当风”，可知那线的
流畅和韵律会如风一般柔顺的，今天我们仍
可从后人的临摹作品中窥得一二。而后世的

历代画家更把线与墨相融合，创造了一系列
人物画的表现手法，不断地增强了人物画的
表现力。刘文西显然也在竭力继承这一技
法，几乎每幅作品都喜欢用线来刻画人物，表
达奇妙的意趣。然而，刘文西不仅于此，他创
新了一种像麻绳般的线描技法，大大丰实了
人物画的表现手法。逼近画家的作品仔细观
察，我们会看到那线一点一点绞纽着在运动，
远看当是长线，近看那线竟是由枯墨点化而
成。我惊异这种描线法，必然要手握画笔颤
抖着一点点向下行走，而不能手提长毫一笔
而过，想那当年的吴道子一定是这般潇洒的，
而刘文西这种方法是潇洒不起来的，必须一
丝不苟小心翼翼秉持而行。

笔者孤陋寡闻，不知这种技法始于何人，
又在哪位画家手上呈现出来，但我可以肯定
地说，是刘文西发挥了中国画的特长，使麻绳
般搓就的墨线大放异彩。这种墨线使得笔下
的人物更为丰满深沉，具有了一定的厚度，更
接近现代人的审美感受。你看那彪炳美术史
册的《祖孙四代》，精神气质那样饱满昂扬，人
物尤如铁塔般矗立面前，可以感染任何挑剔
的观赏者。那《湾湾黄河滩》，表现的是一位
老人与两个小娃娃，老人在清理缆绳，娃娃在
旁边堆沙，尽管全是墨色，却有如多彩的画
面，既可以从他们脸上身上看到劳动的痕迹，
也可以从动作上看到和谐与踏实，人物对未
来的憧憬也就跃然纸上了，正是由于老画家
采用了这样的线描方法，才达到了这般震撼
的效果。所以，笔者认为刘文西的绘画所以
令人赞赏，当是因为贴近生活，刻画了美丽，
也是画家潜心研究笔墨，丰富了中国画的表
现方式，才取得了这般卓越的成就。

所以，人们将刘文西创新的这一绘画风
格赞誉为黄土画派，恰恰抓住了这一画派的
精神图腾，是极为妥帖的。尽管人们可能对
这一画派的形成有这样或那样的认识，尽管
有不少画家对实践黄土画派的主张也不尽
然，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艺术作品的审
美。当我们欣赏人民币上的领袖图像，当我
们面对黄土高坡上老人的微笑，当我们站在
史诗般的百米长卷面前，必然会对老画家倾
其一生创造的黄土地上的形象所感动，也一
定会给老画家奉送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号：人
民的艺术家！

2019年4月2日于新城小院

作者补记：这篇文章是我应人民美术出
版社之约，为再版拙作《长安笔墨》准备的，今
年四月我动笔前与刘文西交换过意见，写就
后又请他斧正，先生还改动了两三个数字，没
想到在编辑过程，传来刘文西逝世的噩耗，深
感震惊和惋痛，今发稿样也是悼念矣。

一位画家的精神图腾

9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解读近日热度颇高的文件——《关于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我国义务教育目前正处于由基本均
衡向优质均衡迈进的新阶段。同时，义务
教育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热点难点问
题，迫切需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
高义务教育质量。”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
道出这一文件出台的背景。

劳动教育成必修
形式不要一刀切

去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指出，要
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
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虽然以前也总说

“ 德 智 体 美 劳 ”，但 这 放 在 最 末 位 的

“劳”，常常被忽略。
“这一次，《意见》在劳动教育上单独

列了一条。劳动教育被全面纳入培养体
系，地位被大大强化。”郑富芝说，教育部
准备着手制定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加
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指导意见》，进行
顶层设计；一个是《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纲
要》，布置具体要求。

在义务教育阶段，关键是要调整、优
化课程设置。郑富芝说，要把劳动教育作
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要有专门的劳
动教育课时，要按照规定和要求开足开好
劳动教育课。

发布会主持人寿小丽也回忆起了她
小时候的劳动课——学了缝纫、修自行
车，还去过农场，“非常有意思”。

郑富芝说，劳动教育要创新，要适应
时代发展的特点；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和不
同地域的学生，也要采用不同形式。“形式

上不要一刀切，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只要
能达到劳动教育的目的就可以。”

他也澄清了一个误区，劳动教育不
是单纯让学生干体力活，而是要通过劳
动，培养孩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

孩子和家长要减负
坚决防止“层层加码”

“坚决防止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也被
写进了《意见》中。

“减负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很难
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逐步解决好。”郑富
芝说，在减负问题上，大家基本上有两点
共识：学生学习会有一定学业负担，以确
保基本的教育教学水平和基本教育质量，
但这一负担不能过重，否则不利于孩子的
长远发展和身心健康。

郑富芝表示，减负的思路很明确：综
合施策，系统减负。具体来说，有五条途

径：提高学校教学质量，优化课程结构和
教学内容，规范校外培训，建立科学评价
体系以及家校协同。

减负也不光是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
的事，家长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郑富芝
说，他们最近组织了“家校协同育人攻坚
行动”，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育人观念，
理性地帮助孩子确定成长目标。“希望学
校和家庭在减负问题上同向同行，形成
合力。”

其实，《意见》出台后，文件中的“杜绝
学生作业变家长作业”也一度上了热搜。

对此，郑富芝进一步强调，既然中央
有了规定，就一定要严格执行。“(家长作
业)是坚决不能留的。如果哪个学校、哪位
老师违反了中央的规定，那是要严格查处
的。我相信我们的校长、老师会严格执行
这一规定，也希望广大家长广泛地监督，
争取把这个要求落到实处。” □张盖伦

■聚 焦■

劳动教育要补 学业负担要减
——教育部解读《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今年西安小升初已经结
束，2020年小升初正在拉开序
幕，很多家长都还很迷茫、焦
虑，不知该如何帮孩子选择一
所适合的学校？普通学校和
名校到底有什么不同？家长
择校，究竟择什么？日前，记
者采访了西安小升初网的有
关专家，以期带给广大家长一
些参考。

学校实力的决定因素：生
源质量

判断一所学校优劣的最
简单方法，就是看生源质量。
初中生正值青春期，受环境影
响最大，所以才会有“小学看
家长，初中看同学，高中看老
师”之说。

西安小升初网专家说，见
贤思齐，孩子们追逐名校的目
的也不光是为了师资、成绩等
因素，还有那传统名校所散发
的独特气质，因为在学校能学
到的不仅仅是知识。

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上学距离

孩子在上学路途上所花
费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 30分
钟（单程，不论是骑车还是汽
车），初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课业压力也最大，如果路程时间太长，
不利于孩子的学习和休息。这对于十
几岁的孩子来说非常痛苦，而且还要坚
持三年。所以距离太远的孩子可以考
虑住宿。

明确高中出路：本校高中或其他
学校

选择初中时，眼光必须放长远些，

要考虑到高中的出路。越是
好的学校，中考时直升本校
高中的机会越大，所以一般
来看，选择一所初中也就意
味着要在这里待上 6年。反
之，如果孩子成绩好的话，就
算中考想考出来也很难。

如果孩子初中没能如愿
考入理想的学校，西安小升初
网专家给出了两种方法：

根据中考招生传统，找一
所最靠谱的初中，力图高中继
续冲击。

上目标学校的民办或分
校。各大名校的民办学校，都
有很多直升本校的名额，与本
校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适合的才最好，问自己最
在意什么

有一个孩子放弃了去某
名校的机会，去了普通学
校。别人都在感慨的时候，
孩子母亲的回答却很从容：

“我们宝贝是视力不太好，
我不想让孩子太累，压力太
大，虽然名校光环很好，对
孩子的成长有好处，我认为
孩子的成绩不一定是最重要
的，只要孩子健康成长……”

很多家长在为名校执着
的时候，这位家长却清醒地认为适合孩
子的才是最好的。其实，在择校时，选
择适合的学校才是最好的，已成为一部
分家长的共识。

西安小升初网专家表示，各种因素
证明小升初仅仅是个起点，中学才是孩
子们新的赛场。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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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康市汉阴县凤台小学教师
易昌炬的说课设计《磁极的指向》荣获
省级小学实验教学说课活动一等奖，并

将代表陕西省参加第七届全国中小学
实验教学说课活动。图为易昌炬老师
正在进行说课演示。 □邹煊玮 摄

本报综合消息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官方微信消息，近日，由国家卫健委组织起草
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征求意见稿）》
《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文件拟规定，依法建立托育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黑名单制度，禁止有虐待、伤害婴幼儿
记录的机构和个人从事托育服务。同时文件
拟规定，托育机构监控报警系统确保 24小时

设防，婴幼儿生活和活动区域应当全覆盖。
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 90日，不得无故
中断监控，不得随意更改、删除监控资料等。
此外，《标准》拟规定，每个独立设置的托育机
构收托的婴幼儿不宜超过 150人。托育机构
收托婴幼儿人数不应超过备案人数，应当建
立收托婴幼儿信息管理制度，及时采集、更
新，定期向备案机关报送。不得违规对外泄
露婴幼儿及其监护人的个人信息。

托育机构新规征求意见：禁止有虐待婴幼儿记录个人从业

7 月 4 日下午，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安康机务段运用车间会议室里，干部职工正在进
行“改革促发展、先行展作为”知识竞赛。图为时政
热词你比我猜环节。 □糜强 摄

假 期 将 近 ，替 课 、替 考 一 族 格 外
忙。在替课群中，不时有人喊话找人

“替课”“替考”，“本周可替课、男”，也
有人喊“公开课可替考”。专家认为，学
校应该提升管理水平，发现替课替考应
从重从严处理。

很多学生寒窗苦读十几年上了大学，
以为这就轻松了，老师也不管了，把之前
的奋力拼搏淡忘了。殊不知，家长含辛茹
苦供孩子上大学，希冀孩子在大学校园接
受良好的教育，如果得知孩子花钱让人替
课替考该作何感想。

更让人忧心的是，替课替考已经
形成“产业链”，危害不可小视。对学
生来说，此乃视诚信为儿戏的行为，
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不仅不尊重
老 师 的 劳 动 成 果 ，造 成 教 育 资 源 浪
费，且助长学生逃课之风，损害社会
的诚实信用原则。

为防止替课替考，一些高校除课上
点名外也采取了一些办法，如打卡上
课、指纹签到等。甚至有的老师每节课
后，拍摄教室同学合影作为“证据”。还
有一些学校尽可能地增加课程多样性，
也要求老师在讲授方面增强艺术性和
感染力，以吸引学生。

问题的实质在于，替课替考暴露了
教育的问题和相关高校对学生管理工
作的不足。到底是哪些学生在找人替
课，哪些人承包了替课工作，还不如从
根源上找原因。有学生说一些课完全
没有上的必要，老师全程都是照着书本
或者 PPT 念内容，大家都只是为应付点
名才会去。此等教育模式不能说是好
的，靠点名来留住学生的任课老师也是
失败的。如果我们的教育大多只是培育“考试机
器”，恐怕应该进行一些改进。

当 然 ，高 校 在 此 方 面 可 为 的 地 方 还 很 多 。
首先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发挥学生党员和学
生干部的作用，让每个学生切实认识到替课替
考 的 严 重 后 果 ，并 签 订 拒 绝 替 课 替 考 告 知 书 。
其次，做好舆情监控，对于“替课替考群”等可通
过技术手段加强监控与追踪。再次，加大监考
巡考的巡视力度，对替课替考行为一经发现决
不姑息。 □姚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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