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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沧
州考察时指出，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
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我国除了沿
海地区，东北松嫩平原、内蒙古河套地区、
新疆地区等，都有大片盐碱地。要立足我
国盐碱地多、开发潜力大的实际，发挥科技
创新的关键作用，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
度，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有
效拓展适宜作物播种面积，积极发展深加
工，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2023年7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研究加强耕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
等问题。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
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充分挖掘盐
碱地综合利用潜力，稳步拓展农业生产空
间等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入学习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从系统性、全局性高度深刻领
会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意义，认真研究
谋划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着力夯实
国家粮食安全的资源基础。

可持续利用与保护面临压
力和挑战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以下简称国土“三调”）显示，我

国耕地资源家底并不丰厚。2019 年底全
国现状耕地19.18亿亩，与2009年底的“二
调”数据相比，10 年间减少了 1.13 亿亩。
从耕地资源禀赋看，我国64%的耕地分布
在秦岭—淮河以北，近一半耕地为一年一
熟，超过一半的耕地“靠天收”，有的还面临
荒漠化、石漠化威胁。同时，经过长期发
展，我国有限的耕地开发利用强度过大，一
些地方耕地地力严重透支，水土流失、地下
水严重超采、土壤退化、面源污染加重。此
外，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对
土地资源的需求仍然旺盛，城乡建设和基
础设施配套等各类非农建设不可避免仍将
占用一部分耕地，农业结构调整、造林种树
造成耕地流失的规模仍然不小，违法违规
用地问题仍有发生，耕地占用与保护的矛
盾和压力依然突出。总体看，我国以占世
界 9%的耕地，养活世界近 20%的人口，人
均耕地少、总体质量不高、空间格局错配的
资源条件难以根本扭转，在粮食生产和经
济社会发展对耕地资源需求未出现根本性
转变的背景下，人地关系将持续紧张，耕地
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的任务十分艰巨。

稳定供给的压力长期存在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把解

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经过70
多年艰苦的努力，尤其是 40 多年的改革
开放，我国成功解决了这一世界性难题，
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78年的316.6公斤提
高到2022年的486.1公斤，超过了人均400
公斤的粮食安全线。我国粮食产量连续8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
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同时，我们也要
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风险
和挑战。从需求形势看，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从“吃得饱”转向

“吃得好”，粮食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加之
工业化程度加深，稻谷和玉米等作物在工
业领域的消费量继续增加，粮食消费总量
刚性增长，加剧粮食供给的紧平衡状态。
从生产形势看，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趋紧，农业基础设施相
对薄弱，抗灾减灾能力有待提升，在确保
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的同时，稳定发
展生产、持续提升产量的压力很大。从流
通形势看，我国粮食生产继续向核心产区
集中，跨区域粮食流通量增加，应对极端
天气和自然灾害、稳定粮食生产的挑战加
大，粮食市场波动风险依然存在。从外部
环境看，我国主粮作物对外依存度很低，
但大豆等饲料用粮对外依存度较高，且进
口来源比较集中，全球极端天气、地区冲

突都可能扰乱全球粮食供应链，加之国际
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
对我国粮食供给造成一定影响。我国的
粮食产需将继续维持紧平衡态势，保持国
内稳定供给压力长期存在，对此不能麻痹
松懈。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部署划定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实施耕地质量
提升工程，建立省级党委和政府落实耕
地保护责任制，通过一系列硬措施严守
耕地红线，最近两年全国耕地总量连续
实现净增加。但从长期看，我国粮食刚
性需求增长与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约束
并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力持续存
在，这就要求我们秉持战略思维，在坚决
守住耕地红线的同时，拓宽视野，长远谋
划，着眼全域国土空间开发布局，充分挖
掘非传统耕地资源综合利用潜力，持续
拓展农业生产空间，不断提升粮食安全
系数。

作为可以改造利用的非传统耕地资
源，盐碱地是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宜耕
盐碱地资源开垦，能够有效补充耕地面积；
现有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可以有效挖掘单

产潜力；因地制宜利用盐碱地发展饲草和
现代畜牧业，能够拓展多元食物渠道；治理
生态脆弱盐碱区域，可以提升防风固沙能
力，防止盐碱地荒漠化，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和生态环境。

我国盐碱地面积大、类型多、分布广，
盐碱地治理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党立足国情，带领人民积极探索盐碱
地改良利用，取得了辉煌成绩，成功将黄泛
区盐碱地治理改造为大粮仓；在西北内陆
地区累计治理盐碱耕地面积达2500万亩，
新增粮食产能达400 万吨；在黑龙江省累
计治理盐碱耕地面积近650 万亩，新增粮
食产能近200 万吨。近年来，随着未利用
地开发力度加大，以及盐碱地治理技术的
提升，通过政府引导和社会投资，已有较大
规模的盐碱地被开发利用。国土“三调”结
果显示，2009年至2019年10年间，全国有
1200多万亩盐碱地已治理变为耕地，特别
是水资源相对丰富的东北西部松嫩平原盐
碱地、华北滨海滩涂盐碱地、黄河三角洲盐
碱地、江苏沿海滩涂盐碱地，均得到一定程
度的改造利用，有效提高了当地农业生产
能力。从实践看，开展盐碱地综合改造利
用，对促进农业生产提质、扩容、增效，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

书法“四性”之审美性■文/罗 杨

孔子有一句话叫作“里仁为美”。我觉
得这是对中国审美观的极高概括。如果说
西方艺术重视外在的造型，那么中国的艺
术，特别是书法则重视内在的蕴涵。西方
人从解剖学角度研究雕塑，从透视学角度
研究绘画，从几何学角度研究造型，从历史
学角度研究戏剧……用艺术承担科学是西
方文化的特点之一。中国不同，在儒道互
补的文化环境里，中国人天生就有诗性思
维和艺术态度。中国的书法家懂得在“似
与不似之间”获得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的审美体验。外国射击讲究打得准、精
确度，这是什么？是数学概念。而中国的
枪棍讲究“花拳绣腿，打得漂亮”。漂亮是
什么概念？是美学概念。中国书法不是推
理，是哲理，这就是中国艺术的主要特征。
有些人总喜欢套用西方的审美标准来衡量
中国书法，什么造型啦，线条啦，视觉冲击
啦，还有人搞展览叫什么“视觉盛宴”“视觉
游戏”，我不能说这些没文化，但是起码是
没有承担更深的文化使命，缺少文化的精
神和内涵。这种审美方法实际上并不能真
正看懂中国书法。

这里有个文化环境问题，你没有到过
前门大栅栏，你肯定理解不了中国的京剧，
你不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走一走，你也听不
懂外国的交响乐。而外国的可以言传，中
国的只能意会。你看我们中国人学小提
琴、练钢琴、唱歌剧都能在外国的比赛中拿
第一名。反过来你让外国人学中国书法，
别说一辈子，三辈子也学不成。

云中龙爪不模糊

中国书法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深厚
的传统，学习书法必须沿袭着传统方向而
行。书法是哲学艺术，具有抽象性，但绝不
是抽象艺术，我反对把书法说成“抽象符
号”“抽象造型”等。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
国的书法，与中国的传统书论不合。在中
国的书论中有很多关于书法形象性的理
论，比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奔雷坠石”

“屋漏痕”“锥画沙”等。那么书法是什么
呢？是形象的抽象——可以唤起人的想
象；是抽象的形象——可以唤起形象的联
想，绝非西方和现代抽象理论所能解释。
书法朦胧而鲜活，泛义而凝定，百怪千奇，
瞬息万变，可以任人“浮想联翩”。而外国
人那种是“铁片子一拧，绳子头一绕，谁也
不敢吭声，因为怕人说你不懂艺术。”其实
都是唬人。王维有句诗，叫“艳色天下垂”，
是写西施的，意思是艳丽天下都珍重，说白
了，就是漂亮美丽的事物大家都爱看，别拿
不懂说事儿。西方根本没有中国书法那种
鲜活的、丰富的形象感染力。书法把蕴藏
在个人身心里的情感化作一种有形有色，
有歌有韵，有极大震撼力的结晶体。在书
法抽象多变的线条中，积淀着、凝结着、跃
动着生命。每个字都是一个“生命单位”。

中国传统把书法中的“抽象”叫“意”。
中国艺术史上的“写意”一词十分重要，是

一个独特的审美概念。书法中的线条是在
抒写书家的感情韵律和心声。自张芝以
后，经典的书法都是与文学的结合，正是从
这个意义上说，恰恰是西方抽象派所不懂
的。对抽象派来说，没有文学的规范，而书
法的传统，总是不能离开文学，强调字形与
神采的统一，书势与文学的统一。只有二
者合一，“合情调于纸上”的时候，才会出现
精品力作。书法的功能是“形其哀乐”，书
法的本质不是抽象。草书是公认的最为抽
象的线条了，而乾隆在评价怀素狂草时用
了这样一句话，很有意味也很说明问题。
他说：“云中龙爪不模糊！”

这“云中龙爪”，就是中国草书抽象性
的说明。但它“不模糊”，又有确实的形象
在，故与西方不同。这是很高明的一句
话。它来自清康熙年间关于诗的一场辩
论。“钱塘洪日方思升，久于新城（王渔洋）
之门矣。与余友。一日，并在司寇（王渔
洋）宅论诗。日方思疾时俗之无章也，曰：

‘诗如龙然。首尾爪角鳞鬣一不具，非龙
也。’司寇哂之曰：‘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
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
是雕塑绘画者耳。’余曰：‘神龙者屈伸变
化，固无定体。恍惚望见者，第指其一鳞一
爪，而龙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于
所见，以为龙具在是，雕绘者反有辞矣。’日
方思乃服。”（赵执信《谈龙录》）首尾爪角无
不具，是自然主义。首尾爪角一不具，是抽
象主义。只有“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
一爪一鳞”，才是中国艺术，“介乎抽象与具
象之间”的艺术。诗如此，书亦然。故“云
中龙爪不模糊”，说成是整个中国艺术的概
括，都不过分。我们当然会赞叹古希腊，古
罗马那些雕塑“大卫”“思想者”“掷铁饼
者”（这些名字就不太艺术，朱元璋落难时，
在破庙里一个老乞丐给他一碗残汤剩饭，
他吃着很好吃，问他是什么东西，老乞丐顺
嘴就可以起出个名字叫“珍珠翡翠白玉
汤”）。西方雕塑中注重表现精确的骨骼和
隆起的肌肉，如果拿它与汉霍去病墓前那
几尊稍加斧凿便浑然天成的动物雕像比，
你就可以得出哪个民族更懂艺术。

书为心画

书法是心灵的艺术。如果追根溯源，你
可以从河姆渡的陶器上看到，可以从商周的
铜鼎上寻到，可以从龙门石窟的佛像上找
到，可以从秦砖汉瓦、唐诗宋词中悟到。

对书法影响和制约最久最大的就是传
统文化中的儒道两家。儒家主要是仁义、忠
恕和中庸之道，肯定自然美，强调美的实用
性和功利性，强调美善二者的统一。道家强
调超功利的无为，主张“返璞归真”，讲究浪
漫主义，认为审美应与实用分开，人不应刻
意追求与功利结合在一起的美和满足生理
上的快感。真正的美应是顺应自然、不受外
界束缚而进入自由的一种精神境界。这样
的艺术审美观比儒家深刻，因此对后世也产

生较大的影响。要达到道家的这种境界，有
两个必备条件，一要有闲，二要有钱。

关于艺术家与金钱，我不反对书法家
走市场，书法家应与市场结合，但是书法家
应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
念保持距离。《菜根谭》中说得好：“山林是
胜地，一营恋便成市朝；书画是雅事，一贪
痴便成商贾。盖心无染者，欲境是仙都；心
有系恋，乐境成苦海矣。”所以要成为真正
的书法家必须有丰厚的学养，充足的时间，
散淡的心境，挑剔的眼光，因此可以说书法
家是一个悠闲的职业。一幅字现在的价格
不能说明它将来的真正价值，一个书家的
职位也不能成为他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
为什么说有人是写字匠，他为了生活写字，
别人让写什么就写什么，别人让怎么写就
怎么写。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认
为，有经济上的自主权才谈得上人格独立，
才谈得上思想自由。鲁迅这篇文中的一句
名言是“金钱是培育花朵的粪土”。金钱本
身是粪土，但是没有它不行，一朵花要依靠
它长起来。但粪土永远不是花和果实。真
正的艺术家是不想成名和享受的，所要的
只是伟大，艺术和真理一样，永远不能穷
尽，也就是说天底下所有的艺术家最后都
停留在走向艺术的半路上，他们是一批在
常人眼中看来有心智欠缺的人。而他们内
心有一颗火种，而这颗传承文明的火种，往
往是燃烧自己。

概括说来，体现于书法中上述两家的
共同的美学观念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简约
为美、气韵为美、中和为美。

简约为美。即“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是大多中国传
统艺术的表现形式。如京剧：舞台上不设
布景；除了必要时放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
之外，也没有多少道具和布景。因此演员
开门不见门，坐车不见车，牵马不见马。不
似中恰有真似；虚假处正是逼真。谁能说
这不是真正的艺术！书法更是简单到只有
黑白，只有点线，但是能够点画生情，形外
有意，风流韵致。唐张怀瓘在《文字论》一
文中说：“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
见其心，可谓得简易之道。”——用文字表
达一个意思，须要几个词或几句话；而书法
呢，写出一个字便能流露出作者的心灵，它
真实得到了简易的真谛。

气韵为美。在古代书论中，气常指形
势、气格、气骨、气象，指的都是作品具有活
跃的精神资质，那是书法至美的一个基本
因素。王羲之在一篇专论笔势的文章中
说，书法“扬波腾气之势，足可迷人”。韵有
别于气，本指和谐悦耳的声音。韵用于书
法，指制品的点画、字、行搭配恰当、布置停
匀，形成和谐、美观、有力感、韵律感的整
体。书法之美是气、韵二者的化合物。如
果说，气即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说的“穷变
态于毫端”，那么韵则是他在下一句所说的

“合情调于纸上”。气韵实际上是相辅相
成、密不可分的。清代文艺评论家刘熙载

十分推崇书法气韵之美。他在《艺概·书
概》一书中说：“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
不可以为书”。他又进一步论及书法与个
人修养的关系，大意为：书法的气韵应是个
人心灵的表现。否则作品即使幸免于薄
浊，也只不过是别人的写照而已。

中和为美。中和是儒家提出的一种伦
理、道德规范。在文艺创作方面，中和之美
的一般含义是抒发感情要有所节制，和谐、
适度地处理艺术家的情意与物境、情境的
关系。它追求的是艺术作品中主体与客体
两相契合而成的意境。中和不是平淡，书
法是人的心境的流露，中国养生学讲究静
养，就像俗语所讲：“最好的心情是宁静，最
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效是时间
……”因此书法反对“粗、野、狂、俗”。那不
是美，是丑书。书法中的奔放是率意的放
纵，但是能纵能收；是求奇履险，但又能化
险为夷。如明末清初的王铎，他说自己的
字是“掀起脚，打筋斗，驾云雾向空中行。”
最后又把他们一个个擒回来，经过抗争、扭
结生成纷纭错落、疾闪飞动之势的中和。
再如郑板桥的书法，人们叫他是“乱石铺
街”，书中行书、隶书、草书杂出，但杂而不
乱，变化而不突兀，寓不整齐于和谐之妙趣
中。就像参加奥运会，体操规则是确定的，
这就如传统，在这个规则中每个根据个人
的素质水平，仍然可以做出不断出新的“惊
险”动作，但是规定动作是不可不作的，就
是差法、问题等。

书以人贵

书品与人品是否相统一，这是一个争
论不休的问题。我始终坚定地认为：以人
品论书品，这是中国书法与其他一切艺术
的最大区别，当然也是最大特点。清人松
年说得好：“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
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朱和
羹也说：“学术不过一技耳，然定品是第一
关头。”经典的书法作品都是与其人品的修
养、文化积淀融为一体的。可以说，把书法
和书法家的人格品行节操紧密联系起来评
判已成为书法理论的传统和定式。不懂得
此道即不懂书法之道。书道即做人之道。
这正是书法的高妙之处。书法艺术本身纳
天、地、人的精、气、神，包括人文意向和人
格志趣。反映人品、人心、人格、人性。举
例说：岳飞是忠臣武将，一生疆场为国献
身，大概不可能有更多的写字时间，但有一
个流传至今的书法作品《出师表》。经考
证，不是岳飞的墨迹，但字写得很好，大家
就宁可认为是岳飞的真迹流传于世。还有
颜真卿的《祭侄稿》，我请一个初学书法的
学生看，他的印象是乱。当然他们还不太
懂书法，为什么我们搞书法的人把他称为

“第二行书”。是因为“缭乱”字迹的背后，
可以看到作者激烈跳动的心境，给我们带
来审美的震撼。相反，明朝末年的张瑞图，
其书法结体奇崛，动势极强，多数书家都认

为从艺术角度评价是可取的。但由于他是
魏忠贤的干儿子，后人厌恶其人，所以不齿
他的书法。虽然有人为他不平，认为应当
把书品与人品分开评价，但是即使是这些
企图“公正”的人也不写他的字。还有秦
桧，字也写得不错，我们电脑里的宋体字最
早出自他的书体。我们知道中国书法从来
都是以人命名的，如颜真卿的颜体、柳公权
的柳体等等，只有宋体，虽然美观实用，但
是决不能叫秦桧体。

有人认为因人而轻其书，从艺术角度
来看，书法本身的价值被贬抑了，可能是一
件憾事。但书为君子之艺，欣赏者观书时
必然想到作者的为人，要他们将这两者截
然分开，是难以办到的。

求古不求新

对于一般的艺术来说，必须立足出
新。书法除外。古人论书云：“一须人品
高，二须师法古。”中国艺术里有一句话叫

“艺无古今”，评价书法作品从来都是以水
平高低而论，从来没人用新旧来衡量。古
人讲：“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可
以看看拍卖市场上，中国书画越古越贵，古
人的几行字，可以天价，就是当今的大师还
赶不上一个零头。

书法上凡是刻意求新的都不会长命。
艺术与科学不同。科学可以从前人达到的
最高水平上起步，成功了他可以爬得更高，
如同体育比赛，总会有人不断打破过去的

“世界记录”，过去的成果和成绩只能放在
书本里、陈列馆里，而艺术则不同，历史上
的杰作会永葆青春，书法艺术则更明显，阅
读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可能会令人大伤脑
筋，但欣赏《兰亭序》一定会使你感到心境
的愉悦。因此，我认为学书法必须追求古
风。怎么体现时代精神？你放心，当代书
家所处的时代反映出的风貌会自然与前人
拉开距离，要追求时代性的自然流露，而不
是刻意追求。书法创作的最佳状态是，寓
古寓新，不古不新，见古见新，亦古亦新，始
终与传统保持一种一脉相承，难割难舍的
因缘关系，同时又产生一种若即若离，似是
而非的天然境界，方能够理愈积而愈精，气
弥炼而弥粹，酝酿已久，炉火纯青，不期然
而适然得之。

最后讲几句关于书法的明天。书法在
时光的隧道里穿梭，以其不变的文化基调，
衍生出千姿百态的生命风采，使一个个中
华文明的不同发展时期立体起来，她使中
华文明引以为骄傲和自豪。正因为她的古
老，她才显得年轻；正因为她的厚重，她才
具有无法颠覆的文化元素。她的经历，她
的辉煌是我们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她是一条看得见的纽带，串联起五千年中
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我相信，书法的明天
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