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美育是研究以社會為基礎的美術教育理論與實
踐，近年來愈發受到重視。而在普及全民美育的

道路上，以馬菁汝為代表的藝術從業者們，多年來一直
努力將很多人對藝術「高大上」的印象轉為「接地
氣」，同時盡力以手中的資源，讓更多人通過美術學習
培養個人素質、提升藝術審美。她於澳門ArtBiz Asia論
壇的主題討論「以教育構建堅實的藝術生態」中，亦提
及了美術與新興產業的豐富結合。

打破傳統美育圈子
針對目前內地全民美育不夠普及的問題，馬菁汝結合

多年研究總結，不同於之前的社會動盪和國家初步發展
時期，現在，人們步入了小康社會，溫飽問題解決後，
有了追求生活品質的條件。她認為藝術是支撐人們追求
美好生活的重要元素。「但當我們需要藝術的時候，又
發現了藝術教育的缺失。」她表示，大部分非專業人士
可能會聽聞作品拍賣價格較高的齊白石、張大千、梵高
等畫家，但這些藝術家僅僅是藝術史中的冰山一角，無
法構成藝術的全貌。
馬菁汝常去海外博物館考察研修，與世界名校溝通藝

術；通過對比，她發現中外官方機構在藝術領域的配套
設施差別並不大，而最大的差距在老百姓身上，因此她
意識到要在中央美術學院（央美）這類「學術帶頭」的
學府普及美育。作為國內構建跨界、跨學科融合的社會
美育體系的首倡者，馬菁汝認為發展面向兒童、成人及
老人的美育非常重要。她點明全國有十幾億人，因此大
範圍實現美育這一課題仍是「任重而道遠」。
談及內地社會美育十年來的成就和變化，馬菁汝指

出，從前到中國美術館及央美美術館看展的人基本都來
自藝術圈，而現在，從央美畢業季的學生作品展於4月
底啟幕開始，馬菁汝就收到社會各界人士「包號看展」
的請求。「能看出大家對藝術的重視是有了，但藝術教
育這塊還是沒有補上，所以我們現在要思考通過何種方
式去補足缺失的藝術教育。」
馬菁汝指出，沒有系統性學過藝

術的人很多，但社會的許多方
面都與藝術有關，很多人
也對藝術抱有極大興
趣，因此在美育普
及方面，美術工
作者的任務之
一就是為大
家提供優

質的課程與渠道。
央美目前設有短期和長期培訓，學員來自全球各地，
更有六七十歲的老人家。馬菁汝也常會邀請一些藝術專
家做客她的中西美育課程，「我打破了以前那個美育的
小圈子，把雕塑家、書法家、美術批評家、理論家、教
育家、策展人、電影導演等請來做一些分享。」由馬菁
汝參與主持的公益雲直播「中國美育公開課」，也通過
邀請多位專業藝術從業者的方式，幫助大眾拓寬了不少
藝術視野。

年輕藝術家可多元擇業
在馬菁汝看來，綜合度假村也可以為有藝術追求的人
打造特別的體驗，同時慢慢滲透美育，如以印象派、野
獸派、當代藝術等為主題布置房間。她表示，度假村和
藝術的結合也是一種為社會注入新能量的創新合作形
式，而其中的藝術互動是「全過程的」。她指出，在旅
客踏入度假村的瞬間，視覺與文化的互動體驗就已開
始，而人們在度假村內活動的時時刻刻，都會與這個地
點產生聯動。「在這個過程中，藝術是一個紐帶。我們
使用的餐具，也都可以和藝術家的作品聯動，所以藝術
和生活的點滴緊密相連。」
年輕藝術家的就業道路是否有更多元化？馬菁汝認
為，以目前趨勢來看，藝術生的擇業道路的確變寬了。
央美建立的實驗藝術與科技藝術學院、設計學院、建築
學院、城市設計學院等，其實就是為了發揮藝術與社會
結合的實用價值。她表示，純藝術專業的學生，面對的
擇業道路可能會較窄，但她所在的藝術管理與教育學院
等，可以為博物館教育、社會美育等多個領域輸送人
才。
馬菁汝指出，社會美育涵蓋家庭、社區、博物館與公
共藝術、特殊人群、民族教育、性別美術教育等，系統
龐大；而美術和不同產業的結合，也是社會美育生態圈

的重要一環。她認為她在論壇與畫廊經紀人
和教育專家等的交流和跨界碰

撞，能夠激發社會創新方
面的一些靈感，也值

得長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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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香港大學生北京實習實錄（一）
「歡迎你們來到北京實習！接下來這個月，帶

你們在北京多看看，多體驗北京的歷史文化及工
作文化，留下美好回憶，回香港可以多和朋友說
說在北京的所見所聞。」
這個月，兩位來自香港的實習生——小黃和小
彤，來到我們文化傳播企業實習，我和合夥人商
量好安排不同的工作任務，讓兩位好好學習和工
作，體驗北京。去年，香港大學生開始到內地暑
期實習，據了解，今年整體實習生人數比去年更
多，各種社團協會都加大了實習團數及人數。相
對來說，我更關心的是質素，實習生在實習期間
的體驗更重要，如果只是來北京做個前台助理，
只是複印倒水，那就沒多大意思了。多走走，多
看看，多感受，回香港多說說在北京的體驗，好
好珍惜寶貴青春，「以夢為馬，不負韶華」。
兩位同學都是第一次到北京，到北京前，對北
京的認知是故宮、天安門、長城，其他一片空
白，基本和去年來北京的實習生一樣，完全沒有
聽過什麼是北京中軸線。其實，這也是一個拓展
認知的過程，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一個城市，
也是一個成長的過程。短短的第一周，安排他們
先了解企業的情況，在茶室簡單學一下如何泡茶
及招待客人喝茶，簡單茶藝禮儀；看看近幾年公
司做的項目資料，了解公司是做什麼的；到紫荊
文化廣場辦公室，了解工作環境和集團背景；到
不同合作方開會，做個小助理，了解一下北京的

工作和會議文化。
這周，在開會的同時，帶着兩位同學開啟「第

一次」：了解「一帶一路」及俄羅斯文化；了解
《紅星照耀中國》作者埃德加．斯諾故居及書寫
地；參觀華聯印製公司，了解三聯、中華及商務
印書館歷史；了解地安門內、景山周邊騰退及
「文化+金融」項目入駐情況，順便了解沿途的胡
同文化、吉安所的歷史、李蓮英舊宅；認識故宮
以東、東城文化金三角及路經隆福寺文化消費
區；拜訪中國對外文化集團，了解集團業務。
「師父帶進門，修行在個人。」帶領同學們多

開開眼界，能吸收多少就看自己了。以下是兩位
同學的第一周體驗：

理工大學專上學院工商管理一年級黃鈺灝：
在實習的第一周，我對於公司的事務等尚且還

停留於了解階段。我的老闆梁老師給了我大量的
資料去了解公司的發展、業務範圍等。此外在與
梁老師見面的第一天，他也教導了我一些職場上
的禮儀。而作為一家文化傳播公司的領導人，梁
老師直言道，在這短短一個月的實習期，比起枯
燥乏味的工作，他更想帶我透過工作交流的方
式，讓我們從另一角度去探索北京的文化底蘊之
深、之美，而不是僅僅以遊客這一單一角度去打
卡。因此，在與梁老師見面的短短四天內，我去
到了紫荊文化廣場，見識到了京港兩地青年創業

就業的重要基地；走進了《紅星照耀中國》這一
著作的寫作地品嘗地道的北京美食；踏進了北京
華聯印刷公司，了解中國印刷史在艱難的抗戰時
期如何頑強地堅持甚至崛起；更跨入了黃化門社
區，一睹真正的四合院之容，品歷史之跡。四天
的遊覽輿學習，除了美食，更讓我深刻地體會到
梁老師口中常說的那句「北京到處是歷史」。在
北京，我所看到的每一個不起眼的小角落，或許
都曾有過一段不平凡甚至輝煌的歷史。

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傳理學一年級李焯彤：
第一次來到北京，我被這座古老而現代的城市

所深深震撼。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承載着悠久
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底蘊，它的繁華與熱鬧讓我
陶醉其中。天安門廣場上的雄偉門樓和國旗飄揚
的景象讓我感受到了中國的莊嚴與驕傲。北京的
街道和胡同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繁忙的
王府井大街上，我看到了無數的商店、餐館和人
流。這裏匯聚了各種各樣的文化和美食，讓我感
受到了北京的多元和包容。在胡同，我感受到了
老北京的風情。狹窄的巷道、灰瓦青磚的房屋、
傳統的四合院讓我彷彿回到了古代。作為一名實
習生，我有幸能夠在北京的一家傳播公司實習，
讓我近距離感受這座城市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方
式。實習的這幾天，我跟隨上司參與各種項目和
會議，這讓我深入了解了行業的運作方式和團隊

合作的重要性。我學會了如何與不同背景和專業
的人合作，如何有效地溝通和解決問題。這些經
驗對我的職業發展將會產生長遠的影響。在北京
的生活是充實而有意義的，我不僅在工作中學到
了很多，還體驗了北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這段
實習經歷讓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職業目標，並為
將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相信這段經歷
將成為我人生中寶貴的財富，並且對我未來的職
業道路產生積極的影響。

◆作者/圖片：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梁家僖

◆

帶
香
港
實
習
生
深
入
了
解
北
京
。

「「藝術藝術」」這個這個

詞詞，，有時聽上去很高不可有時聽上去很高不可

攀攀，，但其實它無時無刻滲透在人們但其實它無時無刻滲透在人們

的衣食住行中的衣食住行中。。在創作在創作、、欣賞欣賞、、探探

索索、、研究藝術作品的過程中研究藝術作品的過程中，，創作創作

者們與觀賞者們常能通過不同色彩者們與觀賞者們常能通過不同色彩

與形式與形式，，獲得一些靈動的生活樂獲得一些靈動的生活樂

趣趣。。馬菁汝是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管馬菁汝是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管

理與教育學院教授理與教育學院教授，，兼任北京美術兼任北京美術

家協會美術教育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家協會美術教育藝術委員會副主任

等職務等職務。。多年來多年來，，她一直在教授學她一直在教授學

生生、、精進自己美術創作能力的同精進自己美術創作能力的同

時時，，致力全民美育普及的研究與推致力全民美育普及的研究與推

動動。。日前日前，，馬菁汝於澳門馬菁汝於澳門 ArtBizArtBiz

AsiaAsia論壇期間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論壇期間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訪問訪問，，並分享了她對全民美育的看並分享了她對全民美育的看

法與期許法與期許。。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雨竹雨竹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談到AI對藝術界帶來的影響，馬菁汝表示，科技中的
3D技術與人工智能（AI）等，都有和藝術結合的潛力。
對她來說，能夠為大家創造前所未有的體驗的、社會多
方面的新聯結，都是一種新興產業，以及藝術的賦能。
如何在美術創作與教育中平衡科技和人類靈魂的注

入？馬菁汝指出，AI時代衝擊了很多行業，但藝術家是
未來最不可能被替代的群體之一。她以親身經驗為例
說：「比如我將綠色和藍色融合，可能大家看到的單純
是青綠色，但實際上，我每一次調出的顏色配比，都完
全源於我的感覺。」她相信藝術創作具有強烈的感性，
而感性的事物是永遠不會被替代的。她還以足底按摩為

例說：「如果你買了一台按摩椅，可能坐上去一次就會
覺得它太機械且令人疲勞，但是人給你按摩是不一樣
的；很多人都願意去那些手藝人的店，這就是機械給人
的感覺同人和人之間的交流的差異。」
馬菁汝強調，藝術最突出的特點與最關鍵的作用，是
培養人的唯一性和個性。她相信AI工具無法替代人與人
之間的情感交流，而通過情感表達自我的創作，都不會
被替代，如繪畫、攝影、雕塑等。「我們也會帶一些非
專業人士用環保材料製作裝置，他們會用自己的情感和
想法來創作，最後呈現出來的作品是和他人不同的，即
便大家都在同一班級、由同一位老師指導。」

藝術家最不可能被AI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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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段及圈層的人前來參觀齡段及圈層的人前來參觀。。

◆央美交流團前往歐洲進行美育之旅。

◆◆馬菁汝與丁寧馬菁汝與丁寧（（右右））於於「「中國中國
美育公開課美育公開課」」探討西方美術史探討西方美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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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菁汝教授表
示，大範圍實現全
民美育仍是任重而
道遠。 雨竹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