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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美育思想对新时代高校美育的价值 

董秋雨
1
 

(滁州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摘 要】：新时代的发展对于当前高校美育提出了新的期望与要求。丰子恺的美育思想历久弥新，对于新时代

高校美育工作的实施与推进仍有着重要的价值。其“艺无所限，真善共美”思想可强化高校普及艺术教育；“通观

博览，广涉诸艺”思想可提升高校专业艺术教育；“德艺双修，综合提升”思想可改进高校艺术师范教育；“兼容

并蓄，以古为新”思想可引导高校美育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以民为本，曲高和众”思想可助力高校美育提升社会

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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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2 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先强调了学校美

育对于“培根铸魂”“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的重要作用，将加强和改进美育确定为高等教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重要任务”。在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美育工作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与进展的同时，明确指出当前高校美育工作仍与多方面的发

展要求和期盼“不相适应”，并据此提出了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开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主要举措与组织保障。⑴丰子恺作

为中国近代著名的艺术家与艺术教育家，其美育思想以王国维、蔡元培等前辈思想为基础，立足于其实际创作及教育经验，极

具可行性与现实指导意义。又因丰子恺美育理论常散见、隐含于其谈话、讲演、日记、书信、散文中，未形成完整、严密的体

系而难免受到忽视。鉴于丰子恺美育思想具有的深刻内涵与深远意义，本文将在充分审视新时代高校美育客观条件和基本要求

的前提下，积极探索丰子恺美育思想对于当前高校美育工作的强化推进所具有的价值，以期获得实施方向与策略上的启益。 

一、强化普及艺术教育：艺无所限，真善共美 

《意见》明确指出高校应当强化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艺术教育，把“公共艺术课程与艺术实践”纳入人才培养方

案。这一重点任务的提出旨在努力消解“艺术专业”与“非艺术专业”学生在接受艺术教育上的固有界限。艺术教育不应只是

艺术专业学生的“专属”，而须渗透到每位高校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中。非艺术专业的学生也可以在课程学习、实践活动、校园

文化、艺术展演的“四位一体”机制中享受艺术美带来的多感官愉悦体验及心灵上的陶冶与荡涤，提升自己的审美素养与精神

品格。⑴ 

丰子恺有言：“先有了爱美的心，芬芳的胸怀，圆满的人格，然后用巧妙的心手，借巧妙的声色来表示，方才成为‘艺术’。”⑵

在其看来，“心”“胸怀”“人格”的培育，是以具体的“心手”“声色”创造切实可感的“艺术”的前提，也是通过艺术手

段所能够实现的最本质的“育人”功能。对于艺术教育中漠视精神熏陶、缺乏内在涵养的机械、孤立的技法传授，丰子恺是十

分鄙夷的，并严厉地将其斥为艺术之“八股”。⑶乃同时，他认为：“’艺术家’不限于画家，诗人，音乐家等人。广义地说，

胸怀芬芳俳恻，以全人类为心的大人格者，即使不画一笔，不吟一字，不唱一句，正是最伟大的艺术家。”⑷这恰是在新时代进

行艺术教育“普及”所应当秉持的理念。我们倡导在高校推行覆盖全体在校生的“公共”艺术教育，并非以培养更多杰出的艺

                                                        
1作者简介：董秋雨(1993-),男，江苏汗胎人，滁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美育、艺术教育。 



 

 2 

术家为目标，而是希望艺术与美的教化可以帮助承载着国家与民族未来希望的当代大学生培养出“芬芳俳恻的胸怀”与“大人

格”。 

丰子恺鼓励青年们积极从自然、生活中体悟真实、至善与优美。其曾在《青年与自然》一文中呼吁：“一切自然，常暗示

我们美和爱……优美的青年们！……你们正可以亲近这月魄花灵，永结神圣之爱!”⑸丰子恺曾撰文集中论述人生所追求的“真、

善、美”三个真理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此三者分别为“科学”“道德”“艺术”所追求，并以如何看待一株树木为例将“真、

善、美”各自归结为“知识”“意志”“感情”，进一步提出“真、善、美三位一体”⑹相互鼎立的观点。不可否认的是，当前

国内的高校教育仍是更多地专注于对学生“真”“善”两方面的培养，通过大量的专业课程让学生亲近“科学”，增长“知

识”，通过层次分明、体系健全的思想政治课程树立“道德”，培养“意志”。而在与“真”“善”相辅相成的“美”的教育

方面，则显得较为贫乏与薄弱。以至于许多拥有丰富学识与卓越技能的人才因缺乏基本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能力，无法从本质上

领略到自然、社会、世界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美好，进而使热情与创造力受到明显的制约。只有扎实地补上“美”育这一课，才

能够将客观世界里认知的“真”与主观世界里实现的“善”有机地统一起来，氤氤出“芬芳俳恻的胸怀”与圆满的“大人格”。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许多学科与行业在未来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挑战，人类自身许多精密、繁杂的工作、活

动有一天都可能被高新技术所取代。然而，在以人的情感与灵魂为支撑的文化艺术领域，科技所能起到的替代作用是微乎其微

的。即便机器人可以根据看似完备的规定程序进行艺术创作，却无法在其中灌输人类真切、细腻、能动的情感与思想，完成的

作品也将因此缺乏意蕴与内涵。正所谓“人工智能的局限或弱点恰恰是人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⑺对于新时代的大学生来说,

不断提高自身的审美与艺术素养以保证精神层面的“特殊性”，已成为能够与时代洪流相搏击的必要条件。 

二、提升专业艺术教育：通观博览，广涉诸艺 

对于专业艺术教育的提升与加强，《意见》指出要“促进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专业课程与文化课程相辅相

成”，“鼓励和支持艺术类高校与综合性大学联合开展艺术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达到“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目的。对于

艺术专门人才，《意见》在“专业扎实”前还明确了“文化底蕴深厚”“素质全面”两条标准。⑴由此可见，对于高校专业艺术

教育的提升，应当着力于夯实文化根底，拓宽平台与视野，努力从多学科的发展中汲取先进经验，突出人才培养的“复合型”

理念。从丰子恺的美育思想中，我们亦可窥见其对此的深刻理解与阐释。丰子恺认为艺术的创造首先有赖于灵感的发掘，在思

路阻塞、灵感枯竭的状态下强为艺事，是“舍本而逐末”。其曾就艺术创作而言：“勤描写生，不如多观自然；勤调平仄，不

如多读书籍。胸襟既广，眼力既高，手笔自然会进步而超越起来。”⑻专业艺术工作者与艺术家应当纵览群书、广博见闻，不断

开拓自己的视野与胸怀，为艺术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多方面养分，不应固步自封，仅将灵感来源局限于专业范围内。高校的专

业艺术教育，也应为学生提供足够优质的阅读资源与实践机会，鼓励学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持续为艺术生命注入生机

与活力。 

对于艺术领域内各门类的学习，丰子恺也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强调充分认识、理解多个艺术门类的特殊意义与重要作用。

据其学生回忆，丰子恺曾在一次课堂教学中直言：“音乐与绘画等所有艺术都同样表现人们的生活和情感。在各种艺术的美学

观点上，都要‘在变化中求统一’。”⑼丰子恺劝导学生们不要囿于所习一艺，而应开拓视野，努力探寻各种艺术之间存在的共

同规律。对于在当时受到漠视和冷遇的工艺美术，丰子恺曾充分肯定其价值：“因工艺品广行于世间，其形色之美丑，及于人

目之影响甚大……工艺什用之品，旦暮于前，其潜移默化之力，当更大也。”[10]对于音乐，丰子恺更是十分推崇，认为它是艺

术中“最活跃，最动人，最富于‘感染力’和‘亲和力’的一种”
[11]
，与其师李叔同相似。丰子恺也可算是艺术上的“通才”，

以绘画和文学为基，广涉音乐、雕塑、建筑等多个门类。姑且不论丰子恺在“业余”诸艺上所达到的实际造诣，仅就宽阔的艺

路而言，为其“打通”各艺术门类间的壁垒提供了空间与条件，诸艺间得以互为补充，互为给养。相较于“专治一艺”的艺术

家，丰子恺也由此高屋建令瓦，对于艺术的整体认识与领悟更为通透、全面、深刻。即便看似与“艺术”不甚相关的其他学科，

丰子恺也认为它们不应与艺术教育完全割裂开来：“国文、英文，自不必说，即使博物、理化、数学，岂仅属冷冰冰的机械的

知识？艺术地看来，都有丰富的温暖的人生的艺术的情味，都是艺术教育的手段。”
 [12]

哈佛大学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曾通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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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将人类智能分为语言、空间、音乐、交际、数理逻辑、身体运动、自我认识、环境适应八种。这些单一智能在学习中发生越

多的交叉与融合，人所获得的素质提升便越显著。这也从科学角度证实了丰子恺看法的合理性。反观当前高校的专业艺术教育，

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模式，更多地仍紧紧围绕着“专业”“专门”艺术人才的培养展开。专业艺术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对于专业艺

术人才的培养各自为政，缺乏实质意义上的互联互通。专业艺术院校培养的艺术人才看似“专精一艺”，却普遍因文化基础薄

弱和视野偏狭而缺乏后劲，致使未来发展受到较大限制。综合性大学对于专业艺术人才的培养仍无法充分利用学校多平台、宽

口径的优势，加之专业实力相较专业院校偏弱，培养出的人才容易显得较为平庸，难以满足社会建设的高层次需求。在丰子恺

思想经验的启发下，高校的专业艺术教育应当在“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开辟宏观、整体的格局，引导学生广泛了解、涉猎多个

艺术门类甚至其他学科领域，切实融合专业艺术院校之“专”与综合性大学之“博”的优势，造就出符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专

门艺术人才。 

三、改进艺术师范教育：德艺双修，综合提升 

作为高校美育体系中的一个特殊部分，艺术师范教育以培养艺术学科教师为主要目的，所培养的艺术师范人才也将是承担

未来学校美育重任的主力军。对于艺术学科的教师来说，他们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艺术技能、良好的艺术修养，更应拥有在教

育教学中“以美育人”的态度与能力，使美育效果在受教育者身上得到切实体现。这无疑对高校艺术师范教育的质量提出了较

高要求。 

针对如何培养高质量艺术学科师资问题，《意见》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与方法。这些政策落实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教育

情怀深厚、专业基础扎实、勇于创新教学、善于综合育人和具有终身学习发展能力”⑴的艺术教师。其中，作为一名优秀教师应

有的素质，“深厚的教育情怀”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换言之，对于艺术教育事业源于心底的充分认同及由此引发的无限热忱

是成为一名出色艺术教师的前提。就艺术教师培育问题，丰子恺曾明确指出：“应当多有几个良好的中小学艺术师资养成所，

培养出许多健全的艺术教师来。使他们都具有圆满的人格，抱着热诚的教育心，学得正当的技术，深明艺术教育的大义”。[13]

审视丰子恺对“健全”艺术教师的要求，“正当的技术”以外，“圆满的人格”“热诚的教育心”“深明艺术教育的大义”分

明都指向“深厚的教育情怀”。在那样一个艺术学科师资十分匮乏、艺术教育条件相当落后的年代，丰子恺大力支持艺术师范

教育的发展和艺术师范学校的建设，期望培养出情怀深厚、“德艺兼备”的艺术教师，进而为民族美育事业贡献力量。随着时

代的变迁和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当前的艺术师范教育拥有着优越条件，所培养的情感丰富、思维活跃的艺术教师却时常因师

德上显露出的较大缺陷而受到多方质疑与斥责。美好师德的养成从根源上有赖于纯粹、通透的教育情怀的滋养。除了必要的教

师思想教育课程，由于美育与德育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且美育内含“道德修养和理想教育” [14]功能，新时代高校艺术师范教育

应当尤为重视艺术课程中对道德与理想的培育。能够“形象化”“愉悦化”地塑造人的道德情怀，亦是艺术教育的“大义”所

在。 

在“德艺兼备”的基础上，《意见》还对于艺术学科教师“创新教学”“综合育人”“终身学习发展”的能力提出了要求。

这些能力的提升需要艺术师范教育实现更为全面、深彻的改进。从丰子恺的艺术师范教育实践中，我们可以探寻到综合发展教

育理念的具体落实。丰子恺曾与吴梦非、刘质平一起创办了中国近代艺术教育史上第一所私立艺术师范学校——上海专科师范

学校。学校推行当时的德国艺术师范教育学制，设有普通师范科和高等师范科，分别以培养小学艺术师资、中学及普通师范艺

术师资为主。专业课程丰富多彩，美术、音乐课程贯通中西，手工课程囊括古今，几乎包含了当时艺术教育的所有成熟门类，

不设单一限制，着力培养艺术师范生“大艺术科”的视野。因此，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杰出的艺术教师与教育家，为中国近代艺

术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近代艺术师范学校的卓越典范。丰子恺认为所有的现实教育活动都可以“当作近似于

一种艺术活动、艺术行为的东西而着想”， [12]都可以像艺术一样给予受教育者潜移默化的影响。学校所开设的公共课除了艺术

概论、近代艺术思潮等相关理论课程，还包含了国语、诗词、美学、哲学、英语、法语、日语等。[15]意在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

素质，涵养学生的胸襟与品格。这样的艺术师范教育模式为学生们未来的艺术教育实践提供了极佳的参考与铺垫，也充分体现

了以丰子恺为代表的学校创办者对于全面提升艺术师范生综合素养的重视。再看我国当前的艺术师范教育，虽然专业化程度、

教学环境与设施等相较过去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然而培养出的学生普遍综合素养不高，在艺术教育领域难以做出十分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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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成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教育模式的单一性和浅薄性应是关键所在。在缺乏相对全面的素养与较为宽阔的

视野的前提下，艺术教师难以在教学上有创新的思路，难以具备综合育人的观念，更难以获得终身学习发展的空间。因此，我

们需在《意见》有关“改进艺术师范教育”的指导下，结合当前实际，有效汲取丰子恺在艺术师范教育“综合提升”方面的宝

贵经验，逐渐优化、健全艺术师范人才的培养体系，努力为未来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艺术教师队伍。 

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兼容并蓄，以古为新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意见》指出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方面，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在学校美育中起到的“培根铸魂”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不应不假思索地全盘

吸纳，而需智慧地将其“提炼、转化、融合”。这为新时代高校美育所依托内容的具体选择提供了方向与策略。 

在如何传承民族文化及如何应对外来文化冲击的问题上，丰子恺具有远见卓识。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古今、东西文化激烈

碰撞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潮汹涌、动荡混乱的时代。文化艺术领域中，全盘西化、盲目排外、推倒重建等极端思想甚嚣尘上。

然而，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不同文化比较互证的学者，丰子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对西方艺术的学习探索中，丰子恺深

感西方艺术渗透着的“科学性”与“理性精神”之可贵，认为此可对中国艺术产生不可忽视的补益作用。在深入比较分析中西

方艺术之后，总结出了中西方艺术的差异及各自的优缺点，并以绘画为例，发表了《西洋画的看法》《中国画和西洋画》等文章

进行阐释。其中，《中国美术的优胜》一文点明了丰子恺的主要立场。他认为真正的艺术精神体现在儒家“美善合一”、道家“真

美合一”、中国画论“气韵生动”等传统中，中华文化传统理应作为中国美育建设与发展的根源。丰子恺于浙江大学任教时，

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讲授，带领学生学习《礼记》中的《乐记》等重要篇章，也举办过以《中国文化之优越》为题

的讲座。[3]他曾毫不留情地批评当时崇洋媚外的艺术家群体，认为他们“学得西洋艺术之皮毛，欲硬把此皮毛植于中土，而浑忘

其为中国人”。
⑶
当然，他也反对拘泥于传统，提倡以开放的视域与胸襟，积极汲取古今中外多方面的文化养分，努力做到为我

所用、融会贯通，使中华文化艺术体系始终建构于时代潮头。 

遍观丰子恺最为人所熟知的散文、漫画，无不彰显着其在中华传统文学、美术方面的深厚功底和对中华文化艺术精神的深

刻领悟。其散文文字“朴讷而又明亮”，“在真朴琐屑中饱含情理，于细微处发现宏旨精义”，文风严谨而醇美，情境高远而

虚灵，“浸润着作者那疏淡隽逸的人格调子”，[16]这些全然是中国传统文学所特有的况味。作为修行的居士，丰子恺将其参悟

到的颇具中国传统哲学色彩的佛理渗透到写作中，其文章因而“萧疏淡远，带着哲理深味，染有清淡的悲悯之色”，[16]其漫画

创作依托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工具、技法，画面简淡、真挚、极富笔情墨趣。当代漫画家方成评价丰子恺的漫画“有传统文人画

借景抒情的风韵”且“情深、意浓而又平实易懂，民族风格分外鲜明”。[17]不难看出，丰子恺文学与绘画创作中对于中华传统

文化艺术的最核心的体现，在于文章和画面的审美风格与内在情韵，而非表面的形式和法则。其散文和漫画丝毫不落于传统程

式的窠臼，文中的用词、画中的形象均无陈腐、老旧的痕迹，仍是“新文学”“新美术”的面貌。我们亦可由细节处感知丰子

恺对于传统艺术形式的“转化”与“创新”。丰子恺曾创作过一幅名为“Kiss”（译为“亲吻”）的漫画，画面描绘了祖母怀

抱童孙、童孙亲吻祖母脸颊的场景。“Kiss”这一英文画题仍是用毛笔以书法的形式写就，既未颠覆传统题跋的原则又显得新

颖有趣，不呆板。余连祥先生曾充分肯定丰子恺思想的当下意义，认为其“在互证和阐述中实现西方美学思想的本土化和中国

传统美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18]。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当今，外来文化正在强烈冲击着国民的精神世界。尤其是以当代大学生

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其思想观念、审美旨趣似乎更多地被外来文化引领与主导着，本土的、民族的文化传统几乎陷入“边缘化”

的境地。在对待传统文化应当如何选择、承继的问题上，肩负着民族未来的年轻人也显得犹豫和彷徨。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的

推行在内容上应当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维护民族文化的核心精神，努力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同时根据时代需要

开放、合理地吸纳多元文化因素，科学、有度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与转化。从丰子恺的有关思想及其履践中，我们可以获得

切实而有益的启迪。 

五、提升社会服务水平：以民为本，曲高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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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明确指出，新时代高校的美育工作应当“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情用心用功抒写人民，以精品奉献人民，为时

代画像、为时代讴歌、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⑴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艺术不应只作为“象牙塔中的艺术”而束之高阁，不

应只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专利，而应根植于时代现实与社会实际，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创作出洋溢时代特色、具有现实意

义、亲近社会大众的“接地气”的作品。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社会美育团体——中华美育会及会刊《美育》杂志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丰子恺十分重视美育对于广大

民众的特殊意义，并始终关注着面向不同社会群体的美育事业的发展。在丰子恺的社会美育思想中，“大众艺术”始终占据着

主导。对于当时中国画坛蔓延的矫揉造作、附庸风雅的“泥古”风气，丰子恺严厉地指责其“太不关切人生，太不近乎人情”，

慨叹“20 世纪的绘画，所写的却是 12 世纪的生活” [19]，同时强烈呼吁中国画“何必一味躲在深山中赞美自然，也不妨到红尘

间来高歌人生的悲欢”。
 [20]

纵观丰子恺赖以成名的漫画创作，多深刻反映社会现实，把握时代脉搏或凸显人间情味。他时常以

极其简单的笔墨和形象，营建出既具空灵意境又显俗世趣味的画面。挪威学者何莫邪在分析了丰子恺的众多绘画作品后指出：

“丰子恺喜欢把他的作品认为是身边生活的一部分，是纷杂事物瞬间的一部分。” [21]无论描绘何种题材，丰子恺画中的形象均

立足于现实可感的形象和景致，包含天真无邪的儿童、活泼可爱的动物、富有情趣的生活角落、清新秀丽的自然风物等鲜活“世

相”。画面也时常传递出对万物生灵的爱怜、对严酷现世的悲悯等情怀。在丰子恺的散文、音乐等其他艺术创作中，其“文艺

现实化”主张也有着深刻的体现。可以说，丰子恺一生的艺术实践，都与时代、社会、民众、生活紧密相连，以“出世”的艺

术精神与造诣倡导着“入世”的真、善、美。审视当前高校艺术创作群体，虽说亦有密切联系时代和人民的积极力量，但仍难

以避免现代消费主义、快餐文化所滋生的浮躁风气的影响。在现今高校的艺术展览、展演上，远离现实、思想空泛的作品时有

出现。它们以刻意求新的手段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和对于单纯刺激的需求，看似高深莫测，实则牵强附会、无病呻吟，浪费了

大好的创作资源与展示空间。对此，我们应当在高校美育中力倡对于“初心”的回归，强调艺术服务于大众的“使命”。高校

应当鼓励艺术创作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进群众，推崇功底精湛扎实、反映时代特点、贴近人民生活、情感积极鲜明的“现

实主义”作品，力求引发大众的共鸣，获得大众的认可与喜爱，实现大众美育的目的。 

丰子恺主张艺术创作者深入民间，切实了解最广大群众的实际欣赏水平和审美需求，探索民众“所能理解的”“最接近

的”[22]艺术。通过悉心考察与研究，丰子恺指出“深入民间的艺术”具有“泛格”“广义”“附饰”“实用”[22]的特点。据此，

就艺术的“大众化”和“民间化”，丰子恺提出了一些直至今天仍颇具价值的建议。例如，改良生活中常见的工艺品，在保证

其实用性的基础上提高其艺术性；改革乐器，大力推广口琴等价格低廉、携带方便、简单易学的乐器，使在旧时代多属于贵族

与专业人士的器乐艺术进入“寻常百姓家”；给艺术“加味”，即在“纯”艺术中加入普通民众易于理解、喜闻乐见的文学色

彩，以适应多数人的欣赏习惯。同时，对于服务大众的艺术，丰子恺也强调其应在趣味和格调上坚守适当的标准，努力实现“和

众”的同时还需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曲高”[23]他坚持艺术需有“灌输知识，宣传教化，改良生活，鼓舞民族精神” [23]的作用。

大众艺术、民间艺术应当简朴、通俗，也应当健康、积极，不可因一味地追求“娱乐性”和感官刺激而走向低俗、媚俗、恶俗

的极端。因此，作为引导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主要阵地，高校在其美育工作中必须守住原则和底线，应使自身的美育内容始终

充溢着蓬勃向上的民本主义思想与温暖动人的现世情怀。由此诞生的艺术作品方可起到陶冶民众情操、振奋民众精神、美化民

众生活的作用。 

丰子恺的美育思想虽未有足够系统、成熟的理论构架，却饱含着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真切的现实关怀，体现出博学融通、

高瞻远瞩的卓识与气度。其美育实践的巨大成功一方面证实了其美育思想的科学性和建设性，另一方面也为其美育思想的形成

与流传提供着源于实际的有效经验，由此实现了美育的知行合一。新时代的高校美育力求塑造具有独立精神与完满人性的高素

质人才，同时发挥文化艺术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丰子恺美育思想在强化普及艺术教育、提升专业艺术教育、改进艺术师范

教育、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增强社会服务水平等方面，彰显着超越了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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