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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丰子恺美育思想在艺术教育实践中的体现

陈丽丽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南京，211172；

摘要:在中国现代美育史上，丰子恺是一位独具特色的美育思想家和实践者，其在漫画、散文、音乐、翻译、教

育领域均有所建树，并兼有艺术家与教育家的双重身份。丰子恺“曲高和众”的美育思想，及其丰富的美育实践，

对当下美育的实施很有现实意义，本文将从其身体力行于学校艺术教育，艺术理论的写作与翻译两方面阐释丰子

恺的美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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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丰子恺在艺术教育领域的实践是十分丰富的。他是

早期艺术学校的创办者，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音乐、

图画课教师；他是一位艺术理论著述、翻译者，翻译了

多部国外艺术理论著作，编写了大量的艺术教材，给艺

术教育刚刚起步的中国拓荒，指路；此外，他参与创办

开明书店，参与策划和编辑图书、期刊。同时他积极参

加社会艺术活动，致力于社会美育的宣传与践行。

1 身体力行于学校艺术教育

美育作为美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艺术教育是实

现美育的重要手段，而学校艺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实施

方式。丰子恺在其早期发表的文章中就提出了学校美育

的重要。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学校良好的

艺术教育氛围，及李叔同先生的指导，使丰子恺成为学

校艺术教育的受益者。毕业于师范学校的丰子恺，在其

一生中除了艺术创作以外，他多年站立在艺术教育的讲

台，给学生们讲授美术、音乐和艺术鉴赏课。此外，他

还参与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和立达学园，可以说他

是一位实实在在的艺术教育者。

1.1 创办艺术学校

丰子恺早年参与创办了两所学校，上海专科师范学

校和立达学园。1919 年，丰子恺与吴梦非、刘质平一起

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该校为中国第一所私立的艺

术专科学校。当时中国艺术教育刚刚发展，国内艺术教

师极为贫乏，该校设图画、音乐、手工课，旨在为学校

培养优秀的艺术老师。可见，丰子恺、刘质平和吴梦非

为发展国内艺术教育的赤子之心。1925 年，丰子恺与匡

互生及其他春晖同仁共同创办了立达学园。为创办立达

学园，丰子恺卖去了自己的“小杨柳屋”，约得 700 余

元全部贡献给了立达学园。立达创校后丰子恺任校务委

员，西洋画科负责人。丰子恺及同仁为该校发展尽心竭

力，在匡互生及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立达学园发展成

为当时的名校，夏丏尊、刘熏宇、朱光潜、裘梦痕等文

艺界知名人士执教于此，鲁迅先生曾来此校讲学并参观

绘画展览。1926 年弘一大师曾参观立达学园，并向该校

赠书。直至 1933 年丰子恺离开立达学园，在这 8年的

时间里他为立达学园的发展奔波、奉献，辛勤的忙于学

校的政务与讲学。此后他一直心系立达学园的发展，

1947年为筹募立达学园复校基金，丰子恺不辞劳苦奔波

于上海、南京两地举办画展。

1.2 躬身于艺术教学

在教育救国和美育思潮的推动下，丰子恺和同仁们

心怀“救国”“达人”的理想，希望通过教育的方式强

国强民。在学校艺术教育实践中，他不仅参与创办学校，

更是多年站立在讲台教书授课。丰子恺一生从教时间横

跨二十多年，从 1919 年到 1943年，虽然中间有因病疗

养和创作需要而停止教职的阶段，但他真正从教的时间

也有近二十年之久。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他能

有这么多年的从教生涯，确实是令人感到意外和佩服的。

根据已有的资料，笔者现将其教师生涯呈现如下。1919

年丰子恺参与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在该校任西画

老师。同年，在东亚体育学校兼任图画音乐课，在爱国

女学和城东女学等学校兼课。1921 年丰子恺从日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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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重新执教于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同时在吴淞中学中

国公学中学部兼课。1922 年，任教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畔

的春晖中学，讲授音乐、美术和英文课。同时在宁波第

四中学、育德小学兼课。1925 年立达中学成立，丰子恺

任该校的西洋画老师，并于此年兼任上海艺术师范大学

教师。1927 年兼任澄衷中学、复旦中学教师。1929 年

秋，在江苏省松江女子中学教授图画及艺术论。1933

年 4月立达创始人匡互生先生逝世，丰子恺开始专心著

述。1938年，应桂林教育局邀请，为桂林广西全省中学

艺术教师暑期训练授课。后任桂林师范专科学校图画、

国文老师。1939年春任浙江大学艺术教育和艺术欣赏等

课讲师，1941 年又在该校讲授新文学课，升任副教授。

1942年 11 月应老友陈之佛之请，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教授兼教务主任，并讲授艺术概论等课程。1943 年 5

月丰子恺辞去教职，以卖画为生。至此丰子恺先生结束

了他一生的教师生涯。

此后丰子恺专心创作，不再从事教职，但他仍关注

教育事业。1947年，他为立达学园复校举办画展，又为

故乡石湾小学重建校舍举行漫画义卖。可见，丰子恺一

生都关心教育事业，并认真从教，教授美术、音乐等课

程，做一位实实在在的艺术老师，涵养美，传播美育。

丰子恺做老师十分认真，并深受学生喜爱。他总是

认真编写讲义，组织各种课外活动。任教春晖中学时，

他与夏丏尊带领学生一起出游杭州，在中秋晚会上弹奏

《月光曲》，并组织学生们排练各种音乐节目，时常举

行课外游艺。何葆兰女士曾是丰子恺先生在松江女子中

学的学生，在她的回忆中丰子恺是一位老成持重，淳朴

和蔼，不看重名利的人，且他的课深受学生喜爱。她在

一段文字中这样写到：“丰先生的课排在艺术组，但别

组的学生也很多选了丰先生的课，我就是文史组而又选

了丰先生的一课‘艺术论’。”
[1]
丰子恺任教于浙江大

学时，主要讲授艺术指导、艺术教育、艺术欣赏等课，

他在《教师日记》中记载，听课的有百余人，后排没有

座位的都要站着，有时教室容不下同学们都要到门外听

课。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丰子恺还积极组织学生上街

进行抗日宣传。“画组搞抗战画展；墙报组张贴宣传抗

战墙报，型戏剧组演出话剧；歌咏组在大街小巷教《义

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等抗日歌曲。”
[2]
并且丰

子恺还亲自走上街头，教群众们唱《古怪歌》《读书郎》。

真正将抗战文艺带到民间，身体力行，提高学生和群众

的抗战热情。

2 艺术理论的写作与翻译

丰子恺是一位翻译家，他翻译了大量文学和艺术理

论的书籍。屠格涅夫的《初恋》是他最早翻译的文学作

品，此后他又翻译了《苦闷的象征》《猎人笔记》《源

氏物语》《落洼物语》《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等。

丰子恺的文学翻译作品共 12 部，他的文学翻译成就主

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翻译俄国和日本文学为主。

在这些译著中，《苦闷的象征》《源氏物语》奠定了他

在文学翻译史上的地位。丰子恺翻译和编写的艺术理论

著作，为中国艺术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2.1 艺术理论编写概况

丰子恺的艺术翻译主要涉及美术和音乐两个方面，

也在建筑方面有所涉猎，翻译有《西洋建筑讲话》。美

术和音乐是丰子恺教授的主要课程，由于教学的需要他

编写和翻译了很多美术和音乐方面的文章、书籍。1919

年丰子恺在东亚体育学校兼任图画音乐课，并在其校刊

第一期上发表《图画教授法》一文，这是迄今发现丰子

恺最早的艺术理论文章。1920 年，丰子恺又在该校校刊

第二期上发表了其最早的译文《素描》。同年在《美育》

杂志上发表了《画家之生命》《忠实之写生》《文艺复

兴期之三大画杰》《文艺复兴之三大画杰(续)》，在《美

育》第七期上发表《艺术教育的原理》等，这些文章是

丰子恺最早发表的艺术理论类文章，其后，根据教学需

要和对国外艺术教育思潮的接触，他翻译和编写了很多

艺术理论文章。据相关研究统计，丰子恺美术理论译介

及著述约 19 本，包括《西洋画派十二讲》《开明图画

讲义》《绘画概说》等书目。音乐理论译介及著述约 20

本，包括《西洋音乐楔子》《音乐十课》等书目。

丰子恺在美术和音乐方面论著丰厚，且涉及多方面

知识，其《图画常识》《我教你描画》《西洋美术史》，

既涉及美术常识，又涉及美术学习技巧及西方美术史。

而《西洋名画巡礼》和《西洋画派十二讲》更是一些西

方美术史论和名画的普及读本；在音乐著述方面《音乐

入门》《音乐初步》《世界十大音乐家与名曲》，既向

读者介绍了西方音乐家的故事，又介绍了世界名曲，普

及了音乐常识。还带领音乐初学者入门，授之以音乐初

步学习的方法。同时，作为一位漫画大师，丰子恺还写

作了有关漫画常识与创作技巧的文章与读者们分享。

丰子恺在美术与音乐艺术理论编写方面取得如此

丰厚的成就，与他的艺术教学有极大的关系。正如丰子

恺在《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说：“我在教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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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把自己所读过的书译述出来，给学生们做讲义。后来

有朋友开书店，我乘机把这些讲义稿子交他刊印为书籍。

不期地走到了译著的一条路上。现在我还是以读书和译

著为生活。”
[3]
作为一位美术和音乐老师，丰子恺要向

同学们讲授通俗易懂的艺术常识和学习技巧，因此他用

心写作讲义，后来这些讲义变成了珍贵的学习教材。可

见，丰子恺的教学与写作互补，既为学生们，也为广大

读者们提供了珍贵的艺术启蒙读本。

丰子恺编写的艺术理论读本通俗易懂，让初学者很

容易读懂入门。因此很受读者的欢迎。尤其是《音乐入

门》这本书，在当时极受欢迎。丰子恺文集的编写者，

在《音乐入门》九版序言后提到，“丰子恺先生编写的

《音乐入门》在建国前共印 28版，建国后又重印两次。

目前香港台湾还在出版。”
[4]
（当时为 1990 年）可见，

这本书的实用价值与普及性。丰子恺编写的艺术理论文

章为当时艺术教育刚刚起步的中国注入了一股推动力，

他以写作的方式向人们介绍艺术常识，讲授艺术学习技

巧。使艺术初学者受到了启蒙，使一般读者了解了艺术。

他为早期中国美育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2.2 艺术理论翻译概况

丰子恺不仅编写了很多艺术理论著述和文章，同时

也翻译了大量艺术理论著作。他通晓日，英，俄三种语

言，这些著作由日文和俄文翻译而成，包括《艺术概论》

《小学图画教学》《学校图画教育》等 22 种书目。

中国现代美育是西学东渐和启蒙运动的产物，艺术

教育的发展也紧随西方的脚步。民国初期，中国艺术教

育刚刚起步，国内关于艺术教育的书籍很少。为了发展

国内艺术教育，丰子恺翻译了很多艺术教育论著。他在

《艺术教育》序言中写到，“因见国内关于艺术教育的

论著绝少，遂纂而刊印为这册书，使在岑寂的中国艺术

教育界中暂作一个细弱的呼声。”
[5]
丰子恺为中国艺术

教育的发展可谓是尽心尽力，尽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翻译的艺术理论著作为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拓荒，引

路，使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更加有路可循。

20世纪初期欧洲艺术教育运动思潮传播到日本，一

些西方的艺术教育著作也随之翻译到日本，丰子恺在此

期间游学于日本，接触到西方的艺术教育思想，回国后

从日译本转译西方的艺术教育理论，因此丰子恺早期的

艺术理论著作多由日文翻译而来。建国后，为把俄国的

文化艺术介绍到中国，五十三岁高龄的丰子恺开始学习

俄语，并与女儿丰一吟合译了《中小学图画学习法》《音

乐的基本知识》等书，为当时中小学校的美术、音乐教

学提够了珍贵的教材。1951 年 5月 3日丰子恺给夏宗禹

的信中说：“解放后，我来一次检点，结果，我认为中

国最需要的是苏联文化与音乐。前者为文化交流，后者

为鼓舞民气。因此我屏绝其他，而专攻俄文及音乐，想

好好地利用我的残年来为自中国人民服务。”
[6]
可见，

丰子恺心系艺术教育事业，一生致力于艺术教育的普及，

作为一个美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他竭力为中国艺术教育

事业倾注心力。

3 结语

综上，丰子恺秉承一颗“艺术心”，躬身于艺术教

育事业，他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学校，走上讲台教授

艺术课程，认真编写、翻译艺术理论著作，以其丰富的

美育实践，为当下美育实践提供了思路与借鉴。他脚踏

实地践行美育，是一位美育实干家，让我们深受感动与

启发。让我们承先辈美育之志，做好美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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