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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喜迎我校百年华诞之际，学校组织编写了《百年回眸百年畅叙》这本纪念文集。
她像一支盛开的玫瑰，为百年校庆献上了一抹鲜红，送上了一缕馨香。
这些作者均是南艺的师生和校友，他们用真情实感书写的文字，饱含着作者对百年南艺的追忆、感恩
和祝福，读来是那样的亲切、朴实和自然。
该书不仅能引起同龄人经历上的共振，情感上的共鸣，也能激起不同年龄段读者思绪上的“穿越”和
思想上的认同，从而激起广大读者深度的感慨和深刻的思考。
    如果说南艺是一座山，这些文章和文字，就像是山上的岩石、植被和溪流，它能让我们更真切地了
解南艺百年的积淀、百年的挺拔和百年的攀升。
    如果说南艺是一条河，这些文章和文字，就像是河里的浪花、波涛和白帆，它能让我们更直观地见
证百年南艺动人心弦的涛声、波光粼粼的画卷和大江东去的胸襟。
    如果说南艺是一棵树，这些文章和文字，就像是书上的枝权、绿叶和花朵。
它能让我们更细致入微地体验百年南艺鲜活的生命，蓬勃的生机和博风击雨的性格与气质。
    这些文字如歌如诗如画，是献给母校百年华诞的鲜花、硕果和心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校友与母校的感情不是爱情，胜似爱情。
“剪不断，理还乱”，是永久的永远的永恒的牵挂。
因此，这些出自师生和校友之手的文字更显得精彩、珍贵和无价。
    百年回眸，百年畅谈。
回眸可以感知得失成败，畅谈可以领略登高望远。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百年南艺赶上了科学发展的大好时光，让我们全校上下团结起
来，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用我们的青春热血和汗水去谱写南
艺下一个百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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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喜迎南京艺术学院百年华诞之际，学校组织编写了《百年回眸 百人
畅叙》这本纪念文集。
她像一支盛开的玫瑰，为百年校庆献上了一抹鲜红， 送上了一缕馨香。
这些作者均是南艺的师生和校友，他们用真情实感书写的
文字，饱含着作者对百年南艺的追忆、感恩和祝福，读来是那样的亲切、朴 实和自然。
《百年回眸 百人畅叙》不仅能引起同龄人经历上的共振，情感
上的共鸣，也能激起不同年龄段读者思绪上的“穿越”和思想上的认同，而 激起广大读者深度的感慨
和深刻的思考。
 本书由刘伟冬主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百年回眸 百年畅叙>>

书籍目录

米如群 序
冯健亲 校区拓展纪事
马和顺 良师益友
保 彬 80年代南艺回眸
潘忠哲 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
张 永 穷则思变
孙 瑜 记与杨焕照教授一次谈话想起的
王 琦 回忆上海美专的岁月
钱仁康 我读书时的上海美专
杨成寅 颜文棵先生
张嘉言 与海燕同志相处所受的教育和感受
王秉舟 并校、迁校、建院——记五十年代的三件大事
茅 原 蝴蝶效应实例
张道一 “放言纵论”的“刘郎”——纪念汝醴先生
金士钦 曾经趟过这条河——忆南艺二三事
吴 山 高风亮节教师典范——记苏州美专的三位恩师
诸天觉 吴昌硕与诸闻韵
李双江 南艺，我心中的歌——南艺百年感言
秦 序 南京艺术学院百年诞辰感言
李向民 我和南艺
田川流 南艺的品格
马家钦 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随感
陈耀星 弓弦作证
许洪祥 难忘心中的“黄瓜园”
陈履生 温肇桐先生与我的成长
潘鲁生 忆南艺——写在母校百年校庆之际
高 云 忆刘海粟先生教学二三事
周京新 我心中的谢老
李砚祖 南艺百年：从道统到学统
许 平 那些年，我们一起住过的东楼
周 维 马友德教授的二胡教学
丁 方 南艺往事
王孟奇 我的入学经历
朱昌耀 恩师情长——写在母校百年之际
卞留念 恩系南艺
王璜生 南艺时光
黄宗贤 延绵的文脉拓展的精神——我心中的南艺
李 凇 进出南艺
徐 累 南艺杂感
刘道广 路是越走越宽——南艺百年的感想
杨振国 师恩与友情——我在南京艺术学院的博士生学习
孔新苗 我的南艺记忆
顾华明 黄瓜园的南艺人
张美林 宗仰自然璞玉浑金——李宗璞声乐教学风范追思录
孙健君 2012母校百年诞辰感言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百年回眸 百年畅叙>>

陈心懋 南艺琐忆
朱道平 记大羽大师
刘赦母 校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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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5年11月30日下午2点，小车载我驶入双门楼宾馆。
车窗外，古典式小白楼映人我的眼帘，这是一幢民国时期的英国驻华领事楼。
曾经无数次地经过小白楼，今天忽然觉得它有一种别样的风情，是历史的痕迹透出了它的沧桑，或是
曾经入驻者的地位凸显了它的贵族气，还是它就应该是历史的见证？
    梳捋着对小白楼的思绪，我走进了楼旁的钟山厅。
今天的小白楼、钟山厅都将见证南艺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我作为南京艺术学院的法定代表人，受全体师生的重托，即将履行我院长任期内极具纪念意义的一次
签字。
    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冯敏刚、省政府副省长王湛、副秘书长朱步楼以及省教育厅、财政厅、南京市
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兄弟院校的代表纷纷聚集到钟山厅，一起见证省委党校、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
南京艺术学院共同与南京工程学院签订校区置换协议。
“三校四方”的代表由谈判桌走向签字桌，实现了新时期下江苏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由于得与失的关系，现场代表心情迥异，我以表面的淡定掩饰了胸中的波澜起伏，但握笔的手还是不
由自主的将笔捏得很紧。
当我郑重地在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当我热情的与南京工程学院院长陈小虎同志握手互换协议文
本时，我真真切切地意识到南京艺术学院的校园红线实实在在地向外延伸了一倍。
此刻，我相信陈小虎院长与我一样，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    当中国高校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
育实行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在宁高校纷纷向外扩张校园，到城郊圈地，一个个新校区相继拔地而起
。
南艺则蜷缩在城内不到200亩地的校区中无声无息，但外部世界的精彩还是在校园内引起了涟漪。
校区狭小、拥挤、嘈杂诱发了人们向外扩张的欲望，也逐渐形成了校区拓展的“三个选向”：激情洋
溢者竭立主张放弃城市，融入潮流，去郊外征地建新校区，从零开始构建新的工作、学习、生活秩序
；性情中庸者既留恋城市的氛围，又厌恶拥挤的空间，主张在城乡结合部兼并一所学校作为分校，穿
梭于城乡之间，两种感觉兼顾；稳健求变者则根据艺术教育的特点，认为城市的文化氛围是艺术专业
学习不可或缺的环境要素，主张坚守阵地，就地拓展，不求大，但求精。
这“三个选向”在学校领导班子中都有代表人物，意见纵横交错，各执一词且都振振有词。
我作为院长有自己的思想与倾向，也有一定的坚持与担当，同时，作为省政协副主席，我有一定的人
脉与运作空间。
我希望经过努力争取做到校区就地拓展，以营造南艺事业发展的最佳教学空间。
    时任学校党委书记的文晓明同志，是一位谋略与胆略同时具备的领导者。
他在认真听取各种意见后作出一个十分民主的决策，在中层干部层面上就校区拓展的“三个选向”进
行“公决”。
结果形成了一个排序：第一选向是坚守阵地，就地拓展；第二选向是兼并某学校，实行城乡结合；第
三选向是放弃城市，重新圈地进人大学城。
晓明同志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放弃任何一种选择，而是按“民意”排序，在有效时间内按排序向前
推进，即通过努力争取实施第一选向，如无法实现再按第二选向推进，第二选向有困难再按第三选向
推进。
总之，校区拓展势在必行，只是结果不同而已。
一场各执一词的校区拓展争论终于达成了共识。
学校党委在关键时刻、重大事件的把控上显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为学校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我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在共产党领导下担任一校之长，与晓明同志真正做到荣辱与共、肝胆相照。
在校区就地拓展的认知上我与晓明同志完全一致，我们多次研究了校区就地拓展的工作思路，并借我
在省政协兼职的有利条件，向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进行游说，为就地拓展校区展开实质性的工作。
    机会总是眷顾有备而来的弄潮人。
    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用很少投入办了很大教育的一场革命，但发展与需求、质量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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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日趋突出。
国家教育部决定自2003年起对全国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进行全面评估，要求江苏第一批接受评估不
得少于两所高校。
可能是出于对评估结果的担忧，除南京师范大学外，没有其他高校愿意接受第一批评估，于是，教育
厅选择了不常在视域之内的南艺。
作为省内唯一的艺术院校，既没有可比性，评估结果也不会影响其他高校，这或许是厅领导选择南艺
作为首批评估的战术考量。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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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2年的12月8日是南京艺术学院的百年华诞。
一百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能算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而在茫茫宇宙的进程中恐怕连一瞬间都
算不上。
但一百岁的生日对一个人，或对一所学校来说的确是一个伟大而又光荣的时刻。
一百年前，刘海粟和几位画友一道创建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开启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河。
其实，在1912年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应该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但能够绵延百年，迄今依然光芒照人
的事情恐怕就不多了。
当年刘海粟创办的的图画美术院历经了百年风雨的洗礼，传承有序，海纳百川，不息变动，闳约深美
，如今发展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综合性艺术大学，这也正是刘海粟和上海美专的价值和意义所
在。
没有当年的播种，就不会有今天的收获。
当然，没有后来的传承和光大，既往的努力和奋斗也只会成为模糊的记忆。
在很大程度上，从上海美专到南京艺术学院一百年的历史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
一。
这一百年见证了中国现代艺术和现代艺术教育的发生与发展，见证了我们的先辈们为中国现代艺术所
作的不懈努力以及它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为了庆祝学校的百岁生日，学校组织、安排了许多的庆典活动，其中一项就是出版一部纪念文集。
校党委和行政决定由我来牵头来实施这项工程。
接受这份光荣的任务后，我们迅速成立了编辑队伍，立即开展工作，所依托的主要力量是科研处和艺
术研究院的部分老师们，这是一支特别能够战斗的队伍，在此，我要对他们辛勤的努力和无私的奉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也要衷心地感谢那些为我们提供稿件的老师和朋友们。
    首先，我们将书名定为“百年回眸，百人畅叙”的指导思想是要对走过的历程进行回望，在畅叙过
去的同时也畅叙未来。
毕竟，今天的南京艺术学院能否延续百年辉煌，在未来取得更大成就才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命题。
其次，本书邀请撰稿的对象阵容庞大，名流贤达，少长成集，共有百人之多，其中既有资深和知名校
友，也有资深和知名教授，还有学校的老领导和现任领导以及其他相关人士，他们根据自己的不同的
经历和感受，或回忆，或叙述、或讲故事，或填词写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深情地回忆过去，同时
又满怀豪情地抒发对母校的热爱之情。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这本书不是一部校史，但它的内容以及它们所洋溢的激情会帮助我们更生动、更
丰富、也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历史，仅记。
    2012年11月于黄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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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2年的12月8日是南京艺术学院的百年华诞。
为了庆祝学校的百岁生日，学校组织编写了《百年回眸  百人畅叙》(刘伟冬主编)这本纪念文集。
本书邀请撰稿的对象阵容庞大，名流贤达，少长成集，共有百人之多，其中既有资深和知名校友，也
有资深和知名教授，还有学校的老领导和现任领导以及其他相关人士，他们根据自己的不同的经历和
感受，或回忆，或叙述、或讲故事，或填词写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深情地回忆过去，同时又满怀
豪情地抒发对母校的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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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