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国画强元课题组负
责人李树森作为策展人在人民日
报社举办了“中国画强元课题10
人学术提名展”，力图以学术作为
新的标准，为中国美术复兴趟出
一条新路，引起业界高度关注。

新评判标准打破常规
在提名展开幕式上，人民日报

社副社长张建星致辞说：“这个课
题与这场展览，是站在国家文化复
兴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
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高度上，来推动
民族艺术复兴的具体实践。我们
要做时代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尽到
我们应有的一份责任与义务。”

就中华文化艺术的复兴问题，
李树森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很多机
构与有识之士都在为中华文化复
兴这一目标思考、努力，希望让艺
术去伪存真，健康发展。《人民日
报》海外版也对中华文化复兴问题
进行了多年调查、思考与研究，为
此还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通过发

表的数万字课题研究文章，提出了
新的路径、思路与理念。课题里所
谓“强元”，就是在尊重“多元”,包容

“多元”前提之下，强中国美术这
“一元”，强中国文化这“一元”。

此次提名展，从入展画家选
择上来看是非常慎重的，不看官
位，不看名气，不看市场，不看价
格，只看学术，而且只看高端学
术，为的是用真正的学术成果推
动中国美术复兴。“每位入展画家

都有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创新的
面貌、个人独特的风格，尤其具有
各自学术上的深度探索或独到建
树。我们对这样的入展条件做到
了严格把关。”李树森说。

此次展览，人民日报社以推
动民族文化艺术复兴为目标，以

“中国画强元课题”研究独特视角
与新评判标准组织的这次 10 人
展，对画家的选择条件上只看作
品的学术水平，这对近几十年来

艺术市场鱼龙混杂的中国美术界
而言，显然打破了办展常规，也超
越了常规，其内涵与价值将影响
深远，对推动中国美术复兴具有
里程碑意义。也正因此，著名美
术理论家陈传席先生称之为“在
中华文化复兴征程中的一次重要
的文化事件”。当前中国的文艺
复兴确实需要更多这样的文化事
件，中国文化艺术界亦当以此为
契机，开启文艺新风，推动强中国
文化这“一元”，使我们中国的当
代艺术在世界艺术舞台上独树一
帜，掌握重要话语权，这也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人应负的责任与努力
的目标。

作品实力决定话语权
李树森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

际，美术发展问题的实质之一是话
语权争夺的问题。对于中国美术
领域而言，话语权是直接关系到中
国美术发展方向与民族艺术命运
的大问题。我们需要改变话语权
错乱的局面，话语权不能总被向西
方鹦鹉学舌之人占据高枝，不能被

西方意识形态有意或无意地掌控，
不能任由不健康的市场与金钱左
右，不能被欺世盗名的“大师”主
导。那么，为什么不树立一批我们
自己的艺术家呢？我们课题组推
动建设的中国画学术精英群体，就
是在探索树立一批民族艺术的标
杆。我们正在做这样的艺术家筛
选探索，并将通过展览、论坛、宣传
等措施，有计划地展开相关工作。
李树森强调说，话语权并不等同于
官位，国家和相关机构给予艺术家
学术地位与成就的认可与尊重，让
他们发挥出与作品学术成就相匹
配的影响力就是最好的话语权。
而这样的由学术主导的话语权，正
是中国美术复兴的关键。

在世界艺术舞台上，中国画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话语权直接关系到中国美术在世
界地位的问题。随着中国逐渐成
为世界强国，中国美术将在世界
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话语
权也会快速提升。而话语权地位
的强大、长久也只能靠作品实力
说话，这愈发显示出中国画“强
元”建设的必要。

李树森：由学术主导的话语权是中国美术复兴的关键
本报记者 朱晨辉

李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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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对现代
企业管理产生影响？近日，北京
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时指
出，“对于企业的微观管理活动，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都可以提供
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道家的处
世哲学、法家的规则意识、兵家的
权谋韬略，在现代企业管理和商
业竞争中都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
和再创造力。”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
究不断深入

采访中，张亚光特意强调：北
京大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的
教学和研究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及
独特优势，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就开始编写国内最早的中国管理
思想史教程，近些年来更是为众
多优秀企业家深入了解传统文化
与现代管理的精髓提供了高端的
教育平台。

曾经发表“建国60周年中国
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2010）和

“中国古代经济周期理论及其政策
启示”（2012）并两次荣获中国经济
思想史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的张
亚光副教授，本人还是国家一级学
术团体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秘
书长，对传统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有
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成果，由
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
子课题《海外视域下的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就是希望能在这些领

域取得一些进展，加深大家对多元
文化的理解，重新认识中国经济思
想对世界的贡献。

张亚光告诉记者，中国经济思
想史是理论经济学里面二级学科
经济思想史的分支，这个学科研究
的是有关中国经济思想的产生、发
展和变革的学问。传统的中国经
济思想史研究，主要对象是人物，
比如研究孔子的经济思想、王安石
的经济思想、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陈云的经济思想等等。北京大学
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包括管理思想
史）研究的传统重镇，在国内外学
界享有极高的声望。

“我的师祖赵靖先生和石世奇
先生筚路蓝缕，编著《中国经济思
想通史》5卷本，树立了这个学科
的高耸丰碑。我的导师郑学益教
授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和海
外华商思想等领域有开创性的贡
献。我的同事周建波教授对晋商
和宗教经济思想有独到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近些年来我
个人更偏重于原始文本的研读和
文献数据库的使用，同时也关注非
精英的‘中人’或佚名者在经济思
想史上的留痕。此外，随着我们国
家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西方学
者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中国
古代经济思想的优秀元素越来越
充满兴趣。最近两年我还有一部
分工作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
究的双向交流，一方面将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介绍到西方学术界，另一
方面将西方话语体系中有关中国
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发掘并引入
回国内。”张亚光表示。

传统文化对现代经
济发展有启示意义

关于传统文化和经济的关
系，张亚光也有着许多独到的见
解，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可以从多
个角度来探讨。

“从宏观经济增长角度而言，
学界已经有许多经典文献认为上
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东亚
奇迹与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很强的
关联。这种研究有文化决定论的
意味，遵循的是马克斯·韦伯《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
框架。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
出了质疑和批评，例如林毅夫教
授质问儒家文化的影响一直存
在，但何以直到当时而非之前才
出现东亚奇迹，其实韦伯自己说

的很明确，他是反对‘历史单一因
素决定论’的。我个人的观点则
倾向于认为儒家文化中的某些因
素对现代经济成长是有帮助的，
而且就是在‘当时当地’。”张亚光
说，我们不能因为之前没有好的
结果就否认后来的影响。任何社
会科学理论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也不可能是适用于各个时
代的。即便自己没有发生变化，
外部世界也是会变化的。东亚奇
迹就是儒家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机
遇下、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所发
生的。我们不能因为近代东亚备
受欺凌就彻底否认儒家文化，也
不能因为曾经的东亚奇迹而迷信
儒家文化。时移世易，凡事都要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这是社会
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

张亚光指出，传统文化中的

许多智慧，对今天的经济政策制
定和微观企业管理仍然有着极强
的启示意义。在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上，无非是两大思潮，一是国家
干预主义，二是经济自由主义。
这两点在中国古代很早就被充分
的阐发出来，并且对世界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前者我们称之为

“轻重论”，反映的是政府如何运
用行政和经济手段调控市场运行
的思想，例如对市场的监管、对盐
铁的专卖等等，尤其是“常平仓”
的思想和实践，有学者认为对美
国罗斯福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提
供了借鉴。后者我们称之为“善
因论”，出处是司马迁的《史记·货
殖列传》。司马迁认为“善者因
之”，政府对待私人经济活动最好
的态度就是顺其自然，顺应民间
的需求。最不可取的则是直接与
民争利。根据上海财经大学谈敏
教授的研究，西方经济自由主义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经
济思想的影响。《国富论》里面那
只“看不见的手”，和中国古代的
自由经济思想是有密切联系的。

张亚光强调，政府对以儒家
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给予
了高度重视，赋予了特殊的地
位。这既是当前治国理政的现实
需要，也是时代对传统思想精神
的呼唤。党中央提出要坚持“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多年从事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的经验表明，只有坚持
自己的道路，才能看到别样的风
景；只有相信自己的文化，才能获
得世界的尊重。

本报记者 朱晨辉

把传统文化智慧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

张亚光

——专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