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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籍文化名人对中国美术教育 

现代转型的历史贡献 

李文娟
1
 

(嘉兴学院 平湖师范学院，浙江 平湖 314000) 

【摘 要】：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文化历史进程中，以画院及师徒制为经典范式的中国传统美术教育面临现代

转型。嘉兴籍文化名人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向大众传播现代美术教育理念，艰难探索适合近代中国的美术教育实践，

首次引进西方美学及美术教育经典著作、首开现代美术教育课程、编撰新式美术教科书，真正推动了中国美术教育

的现代转型。他们肩负启蒙使命，致力于改革传统，开创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是美术史、美术教育史、嘉兴本土文

化历史中醒目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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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近代美术史、近代教育史可发现，多位嘉兴籍文化名人位列其中：王国维，首次将现代教育中的美育概念引入中国；

李叔同，首次引入现代美术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最早展开现代美术教育实践探索；丰子恺，创设我国第一批单设美术教育专业的

师范学校，将美术教育由一门学校课程转变为一个正式专业；张元济、陆费逵，分别创办了近代中国两大出版巨头——商务印书

馆、中华书局，及时出版了大量的新式美术教科书，为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内容基础。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以

他们为代表的嘉兴籍文化名人群体自觉肩负时代使命，以学校、期刊、学会、出版社为中心，集聚并培育了近代中国第一批传播

并践行现代美术教育的教育者，为中国美术专业、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 

本文考察嘉兴籍文化名人群体在中国美术教育现代转型中的实践历史，以期为美术史、美术教育史以及嘉兴本土文化历史

补充一幅新的历史图景。 

一、传播现代美术教育理念，为教育转型奠定思想基础 

画院与师徒制是我国传统美术教育的经典范式，它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文化教育体制相适应。近代以来，传统美术教育模

式受到西学冲击，中国的美术教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新。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规定“高小”以上课程中设

置“图画科”;次年，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修改为“初小”也应设置“图画科”“手工科”两科或其中一科。[1]这是美术课

程首次登入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中。虽然“图画科”“手工科”的课程内容与现代美术教育课程有很大区别，但中国传统美术

教育的经典范式已被解构：由代代相传的师徒相授转型为以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为基础的培养社会所需美术人才的模式。中国美

术教育的现代转型已势在必然，此种大革新急需可以支持改革的美术理论、思想，为探索如何转型指明方向。 

早在 1901年，王国维翻译日本学者的《教育学》时，就使用了“美术”一词：第三期之想象为至大至要之物，或现而为美

                                                        
1作者简介：李文娟(1989-)，女，浙江嘉兴人，嘉兴学院平湖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美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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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为信仰，又使智力与感情结合，亦在此时期之想象力也。[2]据考证，这是近代中国首次在教育学术讨论中使用“美术”一词，

并将美术与宗教并置，认为宗教和美术是救治精神世界困境的两个最重要的方法：“兹二者，尤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

要也。”
[3]259

他认为，宗教是关涉未来的感受，而美术则是关涉现在的感受。所以，要救治时人精神世界的贫乏，“必使其闲暇

之时心有所寄”;[3]259 而关涉现在的美术则是最恰当之选。王国维对美术的阐释受到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他是把西方美学思想

传入中国的第一人。[4]259王国维深受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美学及教育思想的影响，从阅读和翻译西方哲学思想哲学中认识

到美育对人的价值。1903年，王国维提出，教育要培养“完全之人物”,使人在知识、意志、情感等方面达到真善美的理想境界。

其中，美育有着十分显著的重要性。1904年，王国维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论述：“美术之知识全为直观之知识，

而无概念杂乎其间。故叔氏之视美术也，尤重于科学。”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引入西方美育思想的学者，王国维赋予美育以独特的

地位和价值，不仅强调美育对人的价值，将美育与宗教并列，进而还提出美育代替宗教，[5]强调美术作为美育重要学科的必要性。

这些现代美术教育思想的传播为近代中国美术教育的转型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王国维翻译与引进日本教育著作及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同一时期，就读于日本东京上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西洋画的

李叔同，翻译了在中国美术教育现代转型进程中有里程碑地位的《图画教授法》,为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可以指导实

践的教育学知识体系。1905 年 12 月，李叔同在留学生创办的《醒狮》杂志上相继发表了《图画修得法》和《图画修得法续》。

这两篇文章编译自东京柿山藩雄与松田茅同合著的《普通教育之图画教授法》,是专供日本小学教育的教材。李叔同受该书启发，

感受到这正是当前中国急需的美术教育知识。他在编译这两篇文章的绪言中写道：“如今事关图画教授大革命之时机已成熟，余

辈应肩负图画教育前途之大光明之一闪。”[6]《图画教授法》为近代中国引入了现代美术教育方法，加上李叔同回国后在浙江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美术教育中将现代美术教育方法落地实践，他被称为“引入西式美术教育方法并实践的第一人”[7]以及“中国

美术教育的启蒙学者”[8]25-26。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丰子恺，深受老师李叔同的影响，致力于现代美术教育知识的普及。1919 年毕业后，丰子恺

与同为李叔同学生的吴梦非、刘质平、周湘等共同发起中国第一个美育研究团体——“中华美育会”。该会联合全国艺术工作者

和中小学艺术教师，共同推进艺术教育。创办了中国第一本美育学术期刊《美育》,宣传现代艺术教育的思想与理念。丰子恺在

《美育》上发文指出：“我是一个图画教师……中国现代普通学校艺术科，都不奏它的效果。这恐是因为办学人和艺术科的误解

的缘故。”[9]25他继而在后文中阐释，“误解”主要在于两点：其一，对美术教育的意义认识不清楚，导致认为美术教育不重要，

以致认为“艺术仅仅是科学的补助”之类的；其二，对美术教育的目的存在误解，也导致学校课程教学偏离了美术教育的本旨，

学校教师只以会画、会唱为最高目的。丰子恺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学校美术教育的文章，对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发挥了理念引导的

作用。 

为宣传现代美术教育的理念，丰子恺直接翻译了不少西方美术教育的相关著作。他在翻译德国闵斯特堡的《艺术教育的哲学

论究》的序言中指出：“这是艺术教育底最根本原理。有志艺术教育者当稍留意罢。”丰子恺十分认同闵斯特堡关于科学与艺术

之关系的理论，认为科学教人以关系，抽离于事物，艺术则通过事物发现真相。[9]26他常以此理论批判时人将美术教育看作科学

课程或其他课程附属品的通常看法。他在翻译德国恩斯特·韦伯的《教育艺术论》时受到启发，进而提出“大艺术科”“小艺术

科”的观点。德国艺术教育运动的先驱朗格和李希德华尔克的艺术教育观点也时常在丰子恺的文章中被提到。丰子恺由阅读翻

译国外的学术著作，到接受、理解并传播着现代美术教育的理念，为当时的美术教育界开拓了眼界。此外，他还经常撰文针对大

众传播现代美术教育的基本常识，启迪大众审美。在当时的《美育》《人间世》《中学生》《东方杂志》《教育杂志》《新少年》等

杂志上，经常能看到他普及美术知识、展开美术教育的文章，如《工艺实用品与美感》《美术的照相——给自己会照相的朋友》

《西洋画的看法》《对于全国美展的希望》《无用的绘画——告一般入场者(一)》《看展览的眼睛——告一般入场者(二)》《艺术趣

味》《深入民间的艺术》等。[9]25这类文章纠正了时人对美术的误解，引领大众理解美术教育对人之发展的重要，在近代中国美术

教育的现代转型中起到了正面引领的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原在回忆录中记述道：“我至今知道的西洋画知识，多半

是从丰子恺先生的几部书中得来的。”[10]叶圣陶也回忆道：“子恺兄为普及音乐绘画等艺术知识写了不少文章，编了好几本书，

使一代的知识青年，连我这个中年人也包括在内，受到了这些方面很好的启蒙教育。”[11]由此可见丰子恺对现代美术及美术教育

普及所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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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创新式美术课程与学校，为教育转型培育美术新人 

清政府在“壬寅—癸卯”学制中规定开设的“图画科”“手工科”,开启了中国美术教育现代转型的篇章。这一改革完全模

仿日本教育制度而来，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中并无此两科，各级学堂中“无老师、无课程、无教材”成为突出难题。为解决这一难

题，国内首所可培养美术师资的学校——两江师范学堂，都只能高薪聘请日本教员加以应对。据考证，两江师范学堂每年聘请日

本教员的支出经费占学堂全部支出的 23%,足见该时期新学堂、新课程中缺乏本土师资之窘迫。这一现象在以李叔同为代表的第

一批留日学生归国后得到了缓解。 

1910 年，李叔同归国担任美术教师，成为留日学生中归国从事艺术教育的第一人。[12]他先是担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

校图案科主任教员、《太平洋报》文艺类编辑等职务。1912年，在经亨颐的邀请下担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美术教师。该时期

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有名的“新型学校”,学校的艺术课程在近代中国开风气之先，具有重大影响。同是留日归国的校长

经亨颐，十分赏识李叔同关于“器识为先”、以美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等教育主张。因此，李叔同关于美术教育的构想在该时

期得以落地实施，创设了中国美术教育史上的诸多“第一次”,极大地推动了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 

李叔同敢为时代之先，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首开现代美术教育课程“人体写生”,提出“因研究裸体，凡美术上最重要

之线面皆备，故研究裸体后，或学正统之美术，或学应用之美术，皆可惟意所适”[13],完善了该时期“图画”课程体系。经过一

年多基本训练，在学生已初步掌握了绘画的一般技能后，李叔同对学生说：“我现在慎重地告诉诸位，为了正规地科学地学习绘

画基本功，更准确地说，为了掌握人体结构，今天我们在这个教室里进行裸体写真!这在我们中国破天荒第一遭，具有历史意义!

现在请大家等一下，我去把模特儿领出来。”[14]这是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具有现代美术教育理念的课程

正式落地，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教育影响，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成为推进美术教育现代转型的重要事件。李叔同将现代美术

教育课程引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课程教学中增设了诸多现代美术课程内容。丰子恺回忆老师李叔同在教木炭石膏模型

写生时，如此记述他与同学对新课程感受：“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

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

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

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9]7-8 由此可见，李叔同教授的写生课程在当时的美术教育中是新课程，学生都对此非常陌

生。此外，李叔同还首开了《西洋美术教育史》,由于无相应的课程与教材，他自编课程教材向学生介绍西方的美术历史。李叔

同的系列美术教育实践可谓是开创了美术教育现代转型的实践篇章，将他在日本留学时期接触到的美术教育思想在中国大地上

落地实践了。 

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创办的上海专科师范学校，设高等师范科和普通师范科。高等师范科培养中等学校艺术师资，设置

图画音乐部、图画手工部；普通师范科培养小学艺术师资，图画、手工、音乐均为主课。该所学校是现代中国第一所私立艺术师

范专科学校，由丰子恺创设的美术教育方面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形式完全仿照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方法和理念。由于当时还

没有系统的课程和教材，丰子恺还以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的木炭画作为任教学校课堂教学的范本。[15]有所不同的

是，丰子恺在高等师范科中设置了图画音乐部、图画手工部。这意味着，在中国学校教育制度中，图画科由一门课发展成了一个

学科体系，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创设又推进了一大步。 

李叔同、丰子恺等开创的新式美术教育模式，实实在在地培育了一批人，又影响了一批人。两所学校培养的学生，均成为近

代美术史、美术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开设中国第一个私立美术专业学校的刘海粟，因首次在美术教育中启用女性模特儿，

被人称为是掀开现代美术史重要一页的美术教育者，他以一句“近代人中，我只拜服李叔同一人”[16]42-45 表达了对李叔同的敬仰

之情。 

三、编撰出版新式美术教科书，为教育转型提供内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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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术正式成为一门学校课程后，编撰新式美术教科书的需求被急速催生。当时，我国虽出版了不少中国画技法、绘画赏析、

画史论著等书，但极少有关于西方美术的文献典籍。此时，中国传统的美术教育中并无前例可循，而西方美术教育体系不主张以

教科书、范本的形式来教授美术课。
[17]
因此，也无可直接翻译的美术教科书。没有可供参考的教材，美术教育的转型如何展开?

美术教育的种种价值如何落地?此时，分别由嘉兴籍文化名人张元济、陆费逵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根据学制变革及时编

撰出版的一套又一套新式美术教科书，为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十分重要内容基础保障。 

商务印书馆自 1903年就开始着手编撰《最新教科书》,这套教科书是中国第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教科书，是第一套按照国家

学制(1904年，癸卯学制)编写，由各学年学期、各学科分册组成的系列教科书。[8]1531904年实施癸卯学制时，商务印书馆已经完

成了这套教科书的出版与发行。按现存的资料做不完全统计，1 商务印书馆在这期间陆续编辑出版的美术教科书有：1905 年，

《初等小学习画帖》8册；1906年，《毛笔习画范本》8册；1908年，《铅笔习画帖》4册；1908年，《小学手工教科书：初等教

学之部》1册；1908年，《小学手工教科书：高等小学之部》1册。这些美术教科书是近代中国第一批为现代学制编撰的教科书，

也是美术教育进入学校课程后的第一批教科书。不仅让从未接触过现代美术教育的老师与学生有书可循，更为美术教育现代转

型的落地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内容基础。 

中华书局成立于 1912 年，陆费逵早在 1911 年即开始着手准备中华民国这一新政权所需要的教科书。民国成立后，重建各

项教育制度，禁止使用清政府时期编撰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华书局率先推出符合新政的教科书，迅速跻身出版业第一梯队。据现

有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中华书局在该时期编撰出版的美术教科书如下：1912年，《中华初等小学毛笔习画帖》;1913年，《新制中

华初等小学毛笔习画帖》《新制中华高等小学毛笔习画帖》;1914年，《新编初等小学毛笔习画帖》1924年，《初级图画课本》;1927

年，《新中华工用艺术课本》;1932年，《小学美术课本》等。商务印书馆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也作出了及时调整，随后也推出了适

合新政的中小学教科书。据不完全统计，其中美术教科书有：1912年，《共和国教科书·新手工》;1913年，《铅笔习画帖》;1918

年，《新图案》;1920年，《新编图画课本》;1923年，《新学制工用艺术教科书》;1926年，《新学制形象艺术教科书》;1928年，

《新时代工用艺术教科书》;1934年，《复兴教科书·美术》等。 

此外，丰子恺在担任开明书店编辑期间，编撰出版了大量的美术教育类书籍，对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出

版了《子恺画集》《西洋美术史》《护生画集》《西洋画派十二讲》《绘画与文学》《漫话的描法》等。由丰子恺作插图、叶圣陶编

辑的《开明国语课本》于 1932年 6月一经出版，便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套国语课本以丰子恺简单灵动的漫画入课本，特征鲜明，

至 1949年已重印 40多次。深受市场喜爱。通过这种特殊的传播渠道，也使大众了解并接受现代美术的理念与形式，一定程度上

助力了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 

从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现代美术教科书《初等小学习画帖》开始，到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出版的“工用艺术

教科书”“形象艺术教科书”之类的美术教科书，都可看到现代美术教育的转型轨迹。这两家近代中国的出版业巨头，源源不断

地为新教育、新学制出版新式教科书，其所出版的各级各类学校所用的美术教科书，亦为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内容

基础。 

四、结语 

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进程之中似乎是历史必然，但当我们去描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之所做努

力时，不免感叹，如若没有他们的思考与探索、努力与挣扎，今天的美术教育会是何种模样?上文所列的嘉兴籍文化名人群体，

他们有的侧重在理论层面思索，将西方哲学、教育学、美术教育理论引入近代中国；有的侧重向大众传播现代美术教育，普及美

术常识；有的通过创作艺术作品，启迪大众审美；有的侧重在实践层面努力，为近代中国创设适合现代美术教育的美术课程、美

术教学方式，编撰体现现代美术教育的教科书……嘉兴籍文化名人群体，其突出的人格特征便是年少即肩负时代使命，将改变国

家命运、大众命运作为自己事业生涯的奋斗目标，在国家存亡之际，选择投身美术教育行业回报国家之需求，他们对近代中国历

史、美术教育历史的贡献以及对当下美术教育的影响值得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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