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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开展美育探索——从对比的角度
李　璟 1　梁倩蓉 2

（1. 广州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智慧来源，更是开展中国大学生美育的素材宝藏。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

提出 “两个结合”，分别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此外还凝练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十大特点。本文从特点中的“天下大同”“革故鼎新”“博采众长”“天人合一”四个内容为切入点，结合“中西、古今、南北、

动静”四个维度，以对比的角度，探索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的大学生美育建设。在“两个结合”的“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导下，

探索更多美育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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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瑰宝为高校思想政治辅导员在日常思政教育工作中

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政素材，在教育实施的途径上，可以通过结

合不同网络思政平台和育人载体，可以在多维层面思想引领广大

青年学子。在组织层面，可以通过课程思政、第二课堂、党团抓

手来举办传统文化相关的集体活动；在团体层面，可以通过学生

组织、宿舍社群、学生社团来举办个性化的文化主题特色活动；

在个人层面，可以通过个体咨询、一对一帮扶、谈心谈话来分享

文化育人案例。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在知识层面，可以通过学

习分享古籍经典来进行思维认知拓展；在情感层面，可以通过赏

析绘画、舞蹈、音乐等艺术作品进行品味培养；在行为规范层面，

可以通过观影、体验、创作等实践教育进行美育。接下来，以对

比的视角，从中西、古今、南北、动静这四个维度进行感悟梳理。

一、以中西对比的形式文化互鉴 —— 以“天下大同”为例

中西方在社会理想相符，都包含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孔子

宣扬“人人为公”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倡导人与人、国与国、

人与自然等关系和谐共处，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礼记》中所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

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

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既是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

憧憬，也是后人为之努力的方向。“天下为公”“任人唯贤”“天

人合一”等传统文化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国家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康有为的《大同书》中

也勾画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蓝图；

孙中山极力推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2017 年，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向世界宣布“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声音。

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于 1848 年在德国提出的社会理想包括物

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

展。中西方思想家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谋而合，郭沫若在《马

克思进文庙》一文中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描绘了孔

子和马克思对于理想社会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世界观为辩

证唯物主义，“唯物”在理想世界里面体现为先解决温饱问题，

满足马斯洛需要层次里面的基层生理需求；“辨证”在理想世界

里体现为认知指导实践，实践修正认知，在不断反复和深化的螺

旋推进的中，便能朝着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靠近。

二、以古今相鉴的传承发扬历史——以“革故鼎新”为例

革故和鼎新是事物变化发展中不断交替和更新的过程，革故

是鼎新的基础，鼎新是革故的推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

“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这

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

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将各国情况抽象为概述性的理论，充分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我国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

思想体系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既坚持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又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用于指导现代化建设和改革，这充分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性。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努力实现社会等等，都坚持以《共产党宣言》中科学社会主义为

基本原则。

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警醒后人要注重精神上的洗礼和品德上的修炼，不断追求人格完

善和思维创新。在儒学以“仁爱”为中国核心文化的阶段，道家、

法家、墨家等百家争鸣，且在批判中继承。道家主张回归原始的

质朴生活；法家倡导人人平等、依法治国；墨家宣言“爱无差等”

的博爱。在观点迥异且各有所长的思想碰撞中，不断革故鼎新的

交融下，共同整合和丰富了当时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三、以南北交融的维度兼收并蓄——以“博采众长”为例

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中华传统文化同样凝

聚着各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优势特长。民族精神是中华各族人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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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的反映，是中华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也是各民族

生活方式、理想信仰、价值观念的文化浓缩。此外，2013 年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体现了中国主张与周边国家

实现包容互惠、共同繁荣发展的外交原则，以兼收并蓄、海纳百

川的姿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更是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

人民交往观、发展观、义利观的有力指导。

不同的地域文化体现了该地区人民风俗观念、精神风貌、价

值信仰。如我国北方为“黄帝文化”的发源地，南方则是少数民

族的聚集地。中华民族政治形态萌芽于中原之地，学者李庚香总

结了以河南特性为代表的北方精神：包容宽厚、大气淳朴的内在

品格，艰苦奋斗、负重前行的实干精神，敢闯新路、奋勇争先的

进取意识。再如江南文化，在文学意境中体现得温润甜美、迷离

动人，既是中原战乱延续的乱世乐土，更是重商富庶的天下粮仓。

开放、包容、崇文、创新成为新江南文化的代名词。

以岭南精神为代表的南方文化，是广东高校学子长期浸润的

文化氛围，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文化倾向体

现在：远儒平民、实利重商、兼收并蓄、超越传统等进取精神。

其中，中医药文化是岭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文化具

有“简、便、验、廉”的优势，以“和合”思想为核心，以“融汇”

为特征，是注重整体、以人为本的哲学。

广东高校作为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本地大学生作为广东文化

建设的生力军，在“文化强省”、的大背景下，加强文化自信，挖掘、

传承、创新以及弘扬富有区域特色的岭南文化，具有迫切的时代

意义。岭南地区高校可以借助地理优势，从中医药等体现岭南独

有文化为思政教育的切入点，深耕美育实践。

四、以动静结合的维度增强效益——以“天人合一”为例

《管子·五行》中提及“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庄

子·齐物论》中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均强调

人与自然紧密相连，融为一体，自然与艺术相互融合，就是天人

合一的自然美、人格美。

正如中国传统音乐，其为传统文化历史长河中浓墨重彩的一

笔，儒家集大成者孔子确立了仁爱精神与“礼乐”概念，他主张

用音乐教化百姓。《吕氏春秋》中记载了孔子在穷困潦倒之际仍

“弦歌于室”，并鼓励弟子“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

因为推行仁义之道遭受乱世之困，不是真的穷。《列子·汤问》中“伯

牙擅鼓琴，钟子期善听”，高山流水知音难觅，音乐也是广交良友、

洗涤心灵的重要媒介。《灵枢·邪客》中“天有五音，人有五脏。

天有六律，人有六腑”，顺应五脏六腑的生理节奏和四季自然的

变化，是最古老的中医音乐治疗体系，更是天人合一的典型表现。

在日常美育实践中，可以通过听、阅、舞、绘等动静结合的

形式进行。在音乐聆听方面，《春江花夜月》《平湖秋月》《喜洋洋》

的五音曲目本着“天有五音，人有五藏”的规律，同步人与自然

的节律；在文学阅读方面，《黄帝内经》《山海经》《帝王世纪》

等神话故事传递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类比；在舞蹈体验方面，八段锦、

五禽戏、太极拳等保健体操，依据效仿禽兽虫鸟，顺应四时自然，

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在美术欣赏方面，《游春图》《洛神赋图》

等人物及山水画，用“以形写神”的手法和“劝善惩恶”的教化

开展德育。

通过文化作品作为艺术载体，选取思政课堂、学生专业课堂

以及课外实践活动这三个渠道，把“感官的美”及时总结提炼为

“思想的美”。如何使艺术成果深刻体现“主体性”的教育思想，

真正落实到日常思政教育过程中，将美感“输出”，需要在思想

引领工作中反复实践。

以时间为线索；以空间为类别；以展示形式为对比等维度作

为美育实践探索，注重培养高校大学生对艺术美的感悟、欣赏与

创造，从而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素养。在“两个结合”的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导下，探索更多美育实践路径，

让学生更好地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理论原理和精神价值，

更多的感受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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