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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的欣赏和思考，
对美的鉴赏力和创造力的
启发，是基础教育中陶冶
情操、培养格调、获得智慧
和洞察力的重要部分。基
础教育中的美，纯粹、质朴
而真切，这些美就像种子，
一经播下，就会逐渐成长
壮大，开出花朵。在人生
各阶段，散发缕缕芳香。”
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
术馆馆长吴为山道出了

“美润心田——基础美术
教育教师作品展”的主旨。

本次展览是中国美术
馆全民美育系列展的首场
展览，共展出基础美术教育
教师作品、教材中的中国美
术馆馆藏作品、中国美术馆

“为新时代人物塑像”教师
篇作品100余件。其中，基
础美术教育教师作品充分
展示了基础美术教育工作
者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采，
教材中的中国美术馆馆藏
作品旨在进一步发挥中国
美术馆馆藏作品的美育功
能和社会价值，中国美术馆

“为新时代人物塑像”教师
篇作品是中国美术馆与教
育部教师工作司持续7年
合作的教师节专场塑像活

动之成果。
教师创作美的作品、

教材中美的作品、最美教师
塑像，三者汇聚在中国美术
馆这座美的殿堂，用基础教
育之美，滋润大众心田。展
览由中国美术馆主办、人
民教育出版社协办，11月
21日—12月21日在中国
美术馆与观众见面。

（缇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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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浩然

今年的10月28日和11月9日，分别是
叶圣陶诞辰130周年纪念日与丰子恺诞辰
126周年纪念日。两位先生，一位是江苏苏
州人，一位是浙江桐乡人，同生于江南，亦均
是文艺大家。二人曾共事多年，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为纪念两位先生周年诞辰与深厚
友谊，“文心——叶圣陶·丰子恺著作藏品
展”近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展。在这里，
两位老先生时隔半个多世纪欣然“相遇”，在
岁月沉淀下来的艺术趣味和缕缕墨香中，展
现他们的著作与漫画作品，以及他们主编的
报刊、信札、手稿、母校纪念物品等，带领观
众走进他们营造的文化天地。

一
叶圣陶和丰子恺的交往由来已久。

1922年丰子恺在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时，
叶圣陶曾应邀来校访问，并逐渐融入了白
马湖作家群。1925年12月，《子恺漫画》出
版之初，叶圣陶就是主要的参与者之一。
他们同为开明书店的元老，叶圣陶曾编校
过丰子恺的很多著作，丰子恺也为叶圣陶
的不少著作设计了封面或插图，如《剑鞘》
《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他们又一
道编辑《中学生》《新少年》杂志，丰子恺多
次为杂志绘制封面和扉页画。尤其值得一
说的是，自叶圣陶接手《中学生》主编以后，
他们二人还合作了杂志的赠画。

这幅画正悬挂于中国现代文学馆C座
的二楼展厅，由丰子恺绘图，叶圣陶题字。
1948年元旦，为吸引更多读者订阅《中学
生》杂志，出版社刊印了漫画《新衣》作为赠
品夹在书内。画中的五口之家人人都穿着
崭新的厚棉衣，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之
中。窗台上，水仙花开得正艳，孩子们的笑
容也异常灿烂。叶圣陶的题诗为：“深知天
下犹饥溺，试着新衣色赧然，安得家家俱饱
暖，眉梢喜溢过新年。”全诗题字书风清雅，
笔画工整，寄予了对未来的美好夙愿。

关于两位老先生的合作还有一部书不
得不提，那就是《开明国语课本》。1932年
6月开明书店出版的这套课本由叶圣陶编
纂，丰子恺绘制封面和插图，此书版式新
颖，活泼生动，一扫往昔教科书的沉闷和单

调，文字间穿插精美插图，受到了广大师生
的喜爱，一度被人称为“吃饭书”，支撑着书
店的经济大梁。教科书内容以儿歌或故事
为主，词、句、语调朗朗上口，适应儿童的学
习心理，丰子恺所配插图也是紧系儿童生
活和故事情节。此套书因编辑者的独具匠
心，至今仍广受关注。

开明书店时期，叶圣陶和丰子恺不仅是
同事，还是“开明酒会”的成员。那时入酒会
有个条件：必须一次能喝下五斤绍兴酒才能
被吸收入会。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郑振
铎和开明书店的老板章锡琛全都达到了要
求。而丰子恺的学生钱君匋也想入会，但苦
于只有三斤半的酒量，起初章老板不同意，夏
丏尊则劝其加倍努力，并破格让他入了会。

抗战爆发后，叶圣陶和丰子恺均流亡至重
庆，老友相见，酒美烟香。叶圣陶无比感慨，在
1944年9月12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自昆曲转而谈宗教，谈艺术，谈人生，意兴飙
举，语各如泉，酒亦屡增。”一夕欢畅，如获十年
聚首，这次逢面让二人终生难忘。

1975年 9月15日，丰子恺因病去世，
叶圣陶怀着沉痛的心情赋诗缅怀，题为《追
念子恺》——

故交又复一人逝，潇洒风神永忆渠。
漫画初探招共酌，新篇细校得先娱。
深杯剪烛沙坪坝，野店投诗遵义庐。
十载所希归怅恨，再谋一面终成虚。

二
叶圣陶、丰子恺均为中国文艺界的翘

楚。叶先生，原名叶绍钧，著名的文学家、教
育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隔膜》《倪焕之》
《稻草人》《小白船》等。丰先生是一位多才多
艺的艺术大师，其漫画影响深远，在文学、艺
术理论、翻译、音乐上同样贡献卓著。漫画代
表作有《子恺漫画》，文学有《缘缘堂随笔》，音
乐有《音乐入门》，翻译有《源氏物语》《猎人笔
记》等。此次展出的藏品主要有叶圣陶在文
学、教育方面的著作和主编的杂志，以及丰子
恺在各艺术领域的主要作品，共计600余件。

展品的收藏者为甪直作文博物馆馆长冯
斌老师和我。冯老师崇仰叶先生的文学，我
则倾慕丰先生的艺术。我们虽相隔两地，但
彼此情投意合，交流频繁，此次能拿出藏品为
大师作如此展览，乃人生之幸事。

我出生于孔孟之乡山东济宁。读初中时，
我经常路过离学校不太远的废品收购站，有时

看到一捆捆的书被装上车，还有很多小人书呢，
感到无比心痛，真想跑过去全部买下，无奈囊中
羞涩。1997年从学校毕业后，我南下深圳、东
莞，从事设计工作。在那五年中，我周游全国各
地，所到之处旧书店、旧书摊便是我的乐土。
2002年，机缘巧合，我来到了浙江桐乡。起初我
只知道丰子恺，收藏了他的几十本漫画书，尤其
对他的儿童漫画很是喜欢，感觉不少作品似曾
相识，犹如自己也生活在画中。《瞻瞻的脚踏车》
《郎骑竹马来》中的儿童仿佛就是儿时的我。

得知丰先生就是桐乡人后，我迫不及待
地想造访“缘缘堂”。初到桐乡的第一年竟一
连去了四次。置身于白墙灰瓦，红了樱桃绿
了芭蕉的江南庭院，观赏着自己熟悉的漫画，
穿越时空，仿佛看到丰老先生正在格窗下埋
头创作。他和蔼慈祥的微笑，飘逸的长髯，画
漫画时专注的神情和潇洒的姿态，历历在
目。那份心境我相信凡是热爱他作品的读者
一定感同身受。几年后，在一次“丰子恺国际
论文研讨会”上，我有幸结识了丰子恺的几个
女儿，并开始与丰先生的幼女丰一吟有了书
信交往。

一吟老师知道我喜欢藏书，便把部分余
本馈赠于我，并鼓励我说：“我父亲的成就其实
不只是漫画、书法，你也不要只是学他的书画
艺术，完全可以进一步研究他。”为了进一步了
解丰先生，我开始认真阅读他的著作。不知
不觉中，我被丰先生的刻苦勤奋和仁爱之心
所打动，便尝试着整理他的著作书目。为筹
集资金，我忍痛割爱卖掉了很多明清善本和
其他书籍，用以专题收藏。因热爱丰子恺艺
术，我也正式定居桐乡，藏书楼也被时任丰子
恺研究会会长的叶瑜荪誉称为“恺缘楼”。一
吟老师对我关爱备至，宽容无私，她还动员亲
属把丰先生的资料集中到我手上。于是丰先
生的书信资料、签名本、手稿本等，逐渐被请进
了恺缘楼，我的藏品也日益丰富起来。

2006 年 1 月起，我开始编著“缘缘丛
书”。第一辑中的《丰子恺书衣掠影》共收录
了 236 张书影，从 1925 年至 1998 年所有珍
贵、罕见的版本几乎收齐。一吟老师在此书
序中这样写道：“这是我父亲的第一本‘书衣’
公诸于世。早年我曾在众人的帮助下编了
《丰子恺著译书目》，洋洋大观。如今这书目
不仅充实了，而且形象化了。这可是一本前
所未有的新书啊！”2010年，“缘缘丛书”第二
辑出版，内容囊括了丰子恺装帧、插图、诗词、
画谱等方面的艺术成就。由此，我走上了由
藏书转而研究丰子恺的道路。

“艺术不是技巧的事业，而是心灵的事
业。”丰子恺先生这句话深深地鼓舞着我，我
也希望走进“文心——叶圣陶·丰子恺著作藏
品展”展厅的读者，能感受先生这份对艺术、
对美的热爱与执着。

（作者系漫画家，丰子恺纪念馆原馆长）

叶圣陶与叶圣陶与丰子恺丰子恺：：

艺术文艺术文心心 藏尽书香藏尽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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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办学 初心不改

武汉学院重要的办学特色是非营利性公益
办学，学校创办人陈一丹先生热心公益与教育
事业，先后捐资100亿港元支持教育与慈善事
业。2009年起，他先后向武汉学院投入资金
20多亿元，始终坚持办学的公益性质，承诺

“办学不取回报”，并在办学章程、办学许可证
中明文确定，收取的学费全部用于学校发展和
人才培养。

陈一丹先生认为，教育是不求回报的公益
事业，更是带着信仰与使命的志业。为此，他
探索个人出资、社会捐资、基金会支持的办学
新模式，设立湖北一丹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吸纳关心支持教育事业的社会贤达捐资，每年
通过基金会向武汉学院投入数千万元办学经
费，支持学校可持续发展。

在武汉学院，办教育不是办企业，不是做
生意，而是一项饱含教育情怀的公益事业。因
此，学校将办学愿景定为成为“最受尊敬的民
办大学”，追求让政府部门放心、社会支持、
同行认可、学生喜欢、家长满意。

尽管民办大学面临专业调整、数字化转型
等多重挑战，但非营利性公益办学给了武汉学
院高质量发展的底气。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
展，武汉学院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校企合
作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
下一步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文化
和物质基础。

顺利通过国家教育部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后，武汉学院的战略重心从
强基固本转向质量提高，全面步入高质量发展
新阶段，提出了两项重点目标：一是建设受人尊
敬、具有特色的一流民办大学；二是力争成为硕
士学位授予单位。2024年，学校开展以“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新一
轮教育思想讨论，就达成“一流的教师队伍、一
流的人才培养能力、一流的办学条件、一流的校
园育人文化、一流的管理服务、一流的教学科研
成果和一流的资金投入”“七个一流”目标进行
深入研讨，进一步明确了高质量发展方向。

外引内培 人才强校

强校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优秀教师
是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武汉学院始终
坚持人才强校战略，强化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
念，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学校最根本最重要的
建设，列入每年的重点工作，持续发力，常抓
不懈，致力于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
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

武汉学院建立系统的人才引进激励机制，
为引进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对具有博
士学位的优秀人才实行优才优酬，发放博士津
贴；建立校内养老补助金制度，进一步保障教
职工退休生活质量；按照“精准引才、系统育
才、科学用才、用心留才”的人才建设方针，
充分发挥一流人才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校外人才引进方面，工作重点逐步从数量
增加转向质量提高，精准引进高层次高素质人
才，尤其是为重点学科优势特色专业引进学术
带头人和学术骨干。2023年以来，学校陆续引
进了30余名优秀中青年博士担任专职教师，
师资队伍学历结构得到优化。学校未来计划每
年新增人才博士和岗位博士30名左右，持续
提高博士教师占比，建设人才高地。

校内人才培养方面，加强人才梯队建设，
通过传帮带、访学研修、业务培训、挂职锻
炼、支持青年教师读博等方式，满足教师的成
长需求，提升教师教学与科研能力。推进教学
科研团队建设，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在团队建
设中的重要作用，引领团队形成稳定的研究领
域和方向，努力把团队建成学术共同体、情感
共同体、发展共同体、荣誉共同体。优化人才
发展环境，健全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助力优秀
教师申报省市级人才工程、高水平科研平台和
荣誉称号，努力搭建干事创业平台，为高层次
人才施展才华创造条件。近两年，学校多名教
师入选楚天学者计划、楚天英才计划、“荆楚
好老师”名单。

为了让优秀人才进得来、干得好、留得
住，近5年，武汉学院持续改进人事分配制度
和管理制度，实行全员岗位聘任制，畅通教职

工职业发展“职称+职级”“双通道”。薪酬体
系实行“基本工资收入向中低岗位倾斜、绩效
工资向高级岗位倾斜、总体收入向教师岗位倾
斜”，探索灵活多样的收入分配体系。

武汉学院坚持“办学以教师为本、育人以学
生为本、管理以服务为本、发展以创新为本”，
用好现有人才，引进优秀人才，培养未来人才，
利用社会人才，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创造尊重
人才、爱护人才、服务人才的良好环境，优化用
人环境，创新用人机制，激发人才活力。

数智赋能 专业转型

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技术变革对武汉学院而
言，既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提供了良好的机
遇。武汉学院主动迎接技术革新，大力加强数
智化建设。

近年来，武汉学院提高建设数智化校园的
认识，加大建设数智化校园的投入，重视教师
数智化技术培训，注重各专业数智化课程开
发，加强数智化学习运用的引导和规范，筹建
数智技术应用研究院。

学校加快专业调整，优化专业布局，并对
专业进行数智化赋能。撤销和停招不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的专业，积极申报和增设大数据管理
与应用、艺术与科技、数字经济、网络空间安
全、智能视觉工程等适应信息时代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专业。2024年，学校
启动4年一次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开设
人工智能通识必修课，在所有专业设置产教融
合、交叉融合类课程群，将人工智能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实现传统学科专业数智化转型。

2024年11月12日，由武汉学院发起并投
资的深圳市大湾区人工智能应用研究院正式注
册成立。此外，学校交叉学科数智应用研究院
即将挂牌成立，已聘请人工智能领域著名专家
担任研究院院长，柔性引进学术团队，力争在
数智应用研究方面形成突破，支持学校高质量
发展。

未来，学校将在重点领域集中投入资源，以
两大研究院为依托，设立人才特区，引进优势学

科领军人才、高层次人才及科技创新团队，为数
智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经管法传统优势学科专
业，促进学科专业“重点有突破，整体上水
平”。抓住教育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带来
的弯道超车机遇，打造武汉学院专业数智优势。

产教融合 服务地方

武汉学院实施“一主体两融合八共同”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提升学生专业
和实践能力为主体，强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推进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创新育人，以内涵建设
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

学校积极推进校企深度合作，构建产教融
合育人平台，探索建设现代产业学院，深入实
施共同举办专业、共同完善课程体系、共同建
设师资队伍、共同建设教学资源、共同实施培
养过程、共同管理教育教学、共同评价培养质
量、共同指导就业等“八共同”育人机制，例
如，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合办软
件工程精英班，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合办网络
工程特色班，与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合
办供应链管理专业，与北京中软国际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共建互联网产业学院，与用友新道科
技有限公司共建数智财务产业学院等，将产教
融合落到实处。

武汉学院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聚焦经
管法和信息科技等学科优势特色专业，围绕申
硕目标，建强队伍，建强平台，凝练学科发展
方向，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成果产出数量和质
量。大力营造良好的科研创新氛围，强化管理
服务意识，加强科研团队和平台建设，拓宽科
研项目渠道，健全科研激励机制，提高科研的
考核比重。对于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如发表高
水平论文、获得国家级别科研奖项、实现重大

科研成果转化等，学校不仅给予奖励和荣誉，
还在职称评定、岗位晋升、绩效考核等方面予
以支持，充分调动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促进科研产出不断提高。2024年，
湖北一丹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科研基金项
目，专项资助2000万元支持学校科研工作。

学校自2019年以来，获批省部级及以上
纵向科研项目200余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艺
术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等国家级别科研项目。获批省级科研创新
团队8个、省级科研创新平台1个，获得湖北
省政府部门发展研究奖3项、武汉市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2项，研究成果获湖北省领导肯定
性批示8件。

与此同时，学校鼓励教师与企业开展产学
研合作，瞄准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求，
提升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能力。针对企业实际
技术难题开展研究，主动追踪企业发展需求，
针对难点痛点，共同开展科研合作，积极争取
横向科研课题，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并
配套相应奖励政策。教师申报横向课题的积极
性大幅提升，近5年获批横向课题300余项。

在一流民办大学的建设过程中，要有“直
挂云帆济沧海”的魄力、“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定力、“雄关漫道真如铁”的行动力、“为有
源头活水来”的创造力。武汉学院办成一流民
办大学，需要每个单位的工作追求一流，每名
教职员工的工作追求一流，要让精益求精成为
全体师生员工的自觉追求，要让“崇尚一流、
追求更好、拒绝平庸、超越自我”成为每个武
院人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未来，学校将继
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教育家精神，
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带领师生员工向着一
流民办大学的目标不懈努力。

（武汉学院校长 李忠云）

武汉学院

探索一流民办大学高质量发展之路路
武汉学院是一所非营利性公益办学的民办大学，立足“应用型、重特色、国际化”办学定位，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专业和实践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己任，为实现成为“最受尊敬的民办大学”办学愿景而不懈奋斗。
2023年以来，武汉学院顺利通过国家教育部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迈入从强基固本向高质量发展战略转

变的新阶段，围绕“七个一流”探索受人尊敬、具有特色的一流民办大学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