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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在清华
——艺术教育中心原主任郑小筠教授访谈录

○  王   楚 

郑小筠
196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曾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团委组织部副

部长、文化部部长、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艺术教育
中心主任兼支部书记等职。长期致力于清华大学艺术教育工作。曾获“全国学
校艺术教育先进个人”、“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清华大学首届教
书育人先进个人”等奖项。

历史理念篇

这是2000年《人民日报》采访郑小筠老师的一篇文章，其内容基本涵盖了当时清华艺术

教育的各个方面。在又经历了十余年的艺术教育实践体验以后，郑老师结合当下清华艺术教

育的新发展，对这些问题重新进行了解答和补充。

郑小筠与艺术团同学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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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 , 在我国科

技领域的众多学科带头人中, 不少人出自清华。

而清华大学在对学生进行科学知识传授的同时, 

一直注重艺术素质教育, 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特

色。就此, 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主

任郑小筠教授。

记者: 在清华, 艺术教育被人们誉为培养学科带头

人的加速器 , 为什么?

郑小筠：首先应该说这是清华培养人才实践的结

论。清华确实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包括人文科

学方面的，更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的。像建筑学家

梁思成院士、高分子化学家汪德熙院士、地球物

理学家秦罄菱院士、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汤佩

松院士、地质学家池际尚院士、植物学家吴征镒

院士、核物理学家王大中院士、上海东方明珠的

设计者江欢成工程院院士、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中

心设计者马国馨工程院院士等等。

此外，清华在1993年以前，虽未曾有过艺

术院系，但也出过一批著名的艺术家, 如中国

话剧事业的开创者之一的洪深、话剧成熟时期

的代表曹禺、话剧人走向世界的代表英若诚以

及戏剧评论家李健吾等等；还有作为近代中国

音乐创始人之一的黄自、中国第一位男中音歌

唱家应尚能，以及张肖虎、姚锦新、茅沅等等

也都才华始出于清华。他们都是在学科方面确

有创造和建树的带头人，而他们在学生时代，

也都曾经是清华艺术舞台上十分活跃的成员，

都受到了清华浓郁的艺术氛围的熏陶, 即受到

清华艺术教育的作用。

受到艺术“加速”作用的还包括国家领导人

胡锦涛、华建敏以及如陈清泰、秦中一、胡昭广

等一批国家干部, 他们都曾在清华学生艺术舞台

上展示过青春的风采。

记者: 清华大学有优秀的艺术教育传统, 能否请您

介绍一下？

郑小筠：在清华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时局与

环境的不同，艺术教育的组织方法不同，教育

模式不同，活动内容及方式也不相同。但要说

清华艺术教育的传统，有几点是共同的：一，

历届学校主要领导（几位任期很短的不算）都

十分重视艺术教育，才使得清华的艺术教育成

果持续发展。二，各时期艺术教育都贯穿着爱

祖国、爱人民的精神。学生们在不同时期的作

品，如1913年闻一多的《革命军》、1916年洪

深的《贫民惨剧》、1925年何鸿烈的《上海

惨案》，到1999年的《清晨，国旗从这里升

起》、2001年的《精神的丰碑》、《紫荆花

开》，2013年的《马兰花开》等等，无不体现

了清华学子的这种精神。三，各时期都激励学

生们要有团结协作、奋发进取精神，都鼓励学

生：清华人要做事，就要做得最好。《清华周

刊》上记载：看洪深的《贫民惨剧》，有人步

行二三十里地赶到剧场看剧。看完则是“皆泪

流满面”，感动不已。今天清华艺术教育，更

是取得骄人的成绩，争得社会的好评。四，通

过艺术教育，培养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尤其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党的指引下，通过海燕

歌咏团和内战时期的“高声唱歌咏团”、“大

家唱歌咏团”、“清华剧艺社”等艺术团体，

在进行救亡宣传,进行反独裁、反内战、争民

主、争和平的斗争中, 使许多学生走上了革命

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学生艺术团体, 也继承了

这个传统，在关心国家大事中锻炼着对国家的责

任感。

记者: 能否说, 清华艺术团突出表现了当代清华学

子的精神面貌?

郑小筠：我们始终将艺术团作为学校培养优秀

人才的阵地之一，要求艺术团的学生首先是清

华大学的优秀学生, 然后才能做清华大学的优

秀艺术团员。 假若清华学生的资格都不够, 做

什么清华大学艺术团员呢? 在艺术团中有一

句比较流行的话, 我们“来自同学, 服务同

学”。艺术团员要“回到同学中去”, 要为普

及文化艺术知识,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作努力。

历史理念篇历史理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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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提醒大家: 要以清华校训“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校风“严谨、勤奋、求实、创

新”的精神要求自己 。

艺术团的同学们都十分努力。他们能不

能表现清华学子的精神风貌，有一些社会的评

价。我想可以说：结论是肯定的。如1998年

在赴香港演出的火车上，当年的主力军乐队员

们不是在研究哪个曲目的演奏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在认真复习功课，列车员见此景，都感慨

地说：“清华的学生是不一样，别的人在列车

上，不是打扑克，就是瞎聊天。在这样的环

境，这样的时间，清华学生还能抓紧学习”。

在一次北京市的冬季比赛时，合唱队员早上7

点就到了现场。在一个半小时的室外候场时间

里，同学们毫无怨言，都静静地看着书，此景

得到不少兄弟院校师生的称赞。2001年在海南

舞蹈比赛时，舞蹈队员们无论是在出队（从驻

地到赛场要步行15~20分钟的路程）还是在候场

时均是精神抖擞，整齐划一（在主办方给演员

们留的座位不够时，清华的学生是宁可坐在本

队旁边的走道上，也不会去找一个空着的好位

置）。兄弟院校的老师都叫他们的学生好好向

清华同学学习。大多

数艺术团员也是这样

要求自己。

记者:艺术团“来自同

学, 回到同学中去”的

具体内容是什么?

郑 小 筠 ：他们来自同

学, 又回到同学中去, 

用艺术与同学交流, 普

及艺术。艺术团的各

队，常常举行校园草坪

音乐会、室内艺术沙

龙、小型专场演出, 有

的还把排练放到大礼堂

前面的草坪上或教学楼

前的广场上。在草坪音

乐会、艺术沙龙上, 艺术团员们连表演带介绍, 

同学们在台下欣赏, 也会中途上台, 与队员们互

动、一起连学习带表演、交流。这样使艺术团员

牢记自己是清华学生的一员，能与同学们始终保

持水乳交融的关系。

此外，艺术团也不断创作反映校园生活、反

映当代大学生精神风貌的作品。1993年以来, 差

不多每年都有能在北京市获奖的自创作品。像

诗朗诵《清晨，国旗从这里升起》、《精神的丰

碑》，短剧《归去来兮》，话剧《紫荆花开》，

舞蹈《红旗颂》、《骤雨新荷》，相声《西望》

等等。这些节目的内容都来自于校园生活，即使

有的节目没有直接描写清华生活，但是都能表现

当代清华学子对祖国的热爱；体现中华民族的精

神。这样能使艺术团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记者：清华学生艺术团在全国大学生艺术团体中

是什么位置?

郑小筠：这个问题，我只好用艺术团在参加北

京市和全国的大学生艺术节、大学生艺术展演

中的成绩回答你。1999年，清华参加大学生文

艺会演，报了7个节目、6幅作品（含美术、书

历史理念篇

1998年清华艺术团40周年团庆，新老话剧队员联合演出《雷雨》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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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摄影）。在北京地区的汇演中，7个节目全

部获一等奖，4幅作品获一等奖、两幅获二等

奖。共获得24块奖牌 (其他获奖最多的学校是

16块) ,在教育部等五部委组织的汇演中我们获

得了13个一等奖，26面奖状（其他获奖最多的

学校是15面奖状）。2013年，在第四届北京市

大学生艺术展演中，清华学生艺术团7个表演

类节目全部获得一等奖，且成绩均名列前茅，

成为本届大艺展获一等奖最多、成绩最好的高

校。此外，校话剧队的《马兰花开》在北京大

学生戏剧节上荣获最佳剧目奖，同时还获得了

最佳男演员、优秀女演员、优秀导演和优秀组

织等4个单项奖。这个成绩应该可以说明我们在

全国大学生艺术团中的地位吧。

记者：在全国各大学招收的特长生中, 清华艺术

特长生人数比例不高, 艺术水平却比较高, 这是怎

么形成的?

郑小筠：我们艺术团成员中的特长生人数不到全

团人数的1/3, 但水平在全国大学中名列前茅。

其原因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说： 其一，从工作

方面看，我们反复让学

生明白：大学生有弘扬

民族文化的责任，强

调我们办团的目的在于

提高素质, 促进全面发

展；而不是为比赛夺第

一, 更不是为娱乐而艺

术。有了明确的目标，

大家都齐心协力要做到

最好。同时，带队的教

师们也有明确的教学目

标和科学细致的教学计

划及要求，做到严格训

练日常化、业务要求

阶梯化（分一队、二

队、学员队的扎实训练

等）。其二，也是学生

们有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和灵性，教师们有对事业的热爱和责任心，能做

到师生齐心合力。

记者：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是如何

结合的?

郑小筠：上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流行一句话，

叫做“把思想教育工作贯穿到业务领域中去”。

我们在艺术教育中，把学生对事业的责任感、对

国家的荣誉感、集体主义精神、创造能力等，放

到我们演出、排练中，放到整个活动的全过程中

去做。一台节目不是一个人组成的，更不是一个

人能完成的，必须大家配合。一场好的演出，有

前台，也要有后台，后台做不好，照样演出效果

不好。通过演出、排练活动，对学生进行实实在

在的荣誉感的教育，责任感的教育，奋发精神的

教育，奉献精神的教育，让学生把自己培养成有

深厚修养的人。

记者：清华艺术教育活动走出了清华吗?

郑小筠：近几年来, 由于清华本身对外的影响, 

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多。前几年, 国际交流主要是

历史理念篇

2005年5月，清华大学九十五周年校庆演出，民乐队二胡对奏《桃花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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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来”。美国的斯坦福、耶鲁、堪萨斯等大

学, 日本的学艺大学, 新加坡的理工大学, 悉尼

的音乐学院等学生艺术团都曾来清华进行艺术交

流。随着清华在国际上声誉的提高, 我们对外交

流也在逐步展开。首先是出境, 然后是出国。 

自1995年以来，我们先后多次去过香港、澳门、

台湾，其间，也去过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国

家。这些活动全部是真正的校际文化交流，没有

比赛或商演。

在国内，艺术团也坚持服务社会，从上世

纪80年代开始，艺术团到过江苏、浙江、福建、

河北、河南、山东、广东、广西、湖北、甘肃、

青海、上海、天津、重庆等省市，去过工厂、农

村、军营、学校作慰问、交流演出。通过这些慰

问、访问、交流活动, 学生们也多少了解了社

会, 受到了教育。学生艺术团每年在校内外的

大、小演出达40余场, 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们也

得到了一定的历练。

记者：为什么说科技与艺术有内在联系?

郑小筠：李政道先生的名言：“艺术与科学是

一个硬币的两面”, 我理解它包含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指科学中有艺术, 艺术中有科学。

这一点不仅有许多的实例，在李政道先生主编

的《科学与艺术》的画册前言里，在杨振宁先

生的《美与物理》的书里，以及其他许多科学

家的著作里，已经有许多阐述；另一个层面是

指艺术与科学在人身上的反映，简单地说：人

有左右脑的分工，数理科学常为逻辑思维，以

左脑为主；而艺术多为形象思维、情感思维，

以右脑为主。人若左、右脑都发达, 即人既具

备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又具备较强的形象思

维能力、想象力，此人肯定会具有更大的创造

力。事实上许多大科学家同时也是艺术家或有

相当艺术造诣（据说有62%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获得者即是如此）, 应该就是一种好的说明。

美国还有人研究发现, 音乐对人的大脑神经网

络和脑细胞的发育有显著作用, 这就进一步证

实艺术与科学是密不可分的。

（原载《人民日报》，采访对象在原文基础

上进行了补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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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骤雨新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