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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与当代高等书法教育

丁 政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艺术系
,

广东 佛山 5 2 8 0 0 0)

【摘 要〕四十年的高等书法教育
,

在办学规模
、

人才培养
、

学术研究
、

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

对当代中国书

法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

但在具体的教育实施过程中
,

也突出地暴露了诸如学科定位不 明
、

专业设置缺少规范等严重问

题
,

巫待解决
。

最后
,

文章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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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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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
,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享有崇高

的声誉
,

被称之为
“

艺中之艺
” ,

被看作是中国传统

文化艺术的精华和代表
。

书法这一历史悠久
、

传统

深厚的艺术
,

在2 0世纪虽然也同其他的传统文化艺

术一样
,

经历过摧残和毁损
,

但上个世纪 8 0 年代以

来
,

又焕发出无穷的生机
,

时至今日
,

已成为群众基

础最广
、

从艺人数最多的艺术门类
。

古老的书法艺

术
,

在当代的繁荣和发展
,

固然是因其本身的魅力

及其内在的发展机制在起作用
,

但不可否认至少还

与下面几个因素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
:

一是书法已

纳入高等教育体系
,

并得到迅速的发展
;

二是中国

书法家协会及各级书法家协会的成立
;
三是书法报

刊
、

出版业的繁荣
;
四是各类书法展览

、

赛事
、

收藏
、

鉴赏
、

拍卖活动的兴起
。

在上述四项因素中
,

协会的

运作
,

报刊媒体
、

出版物的过盛
,

书法活动的泛滥
,

都不同程度地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

响
,

比较而言
,

以学院为主体的高等书法教育
,

在当

代书法艺术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
,

学

院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也 日益在当代文化背景下突

显出来
。

因此
,

探讨学院与当代中国书法的关系
,

不

仅是极有价值和意义的
,

也是我们所不应忽视和不

能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
。

严格意义上的学院在中国的出现
,

当然是在西

方近现代教育体系和大学体制引人中国之后
,

我们

一般把京师大学堂的成立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的

起点
。 ¹
自然

,

我们在追述书法与现代意义上的学院

发生关系时
,

一般也是从蔡元培先生掌北大并成立
“

书法研究会
” 、 “

画法研究会
”

时算起
。 º
但事实上

,

如果论及中国书法与教育的关系
,

则还可以追溯至

历史上更早的时期
。

《周礼》
、

《孟子》的记载且不论
,

单是汉灵帝时鸿都门学的创立及隋唐时书学博士

和国子监中书学的设立
,

就不能不令我们惊叹
,

书

法与学院的关系
,

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

当

然
,

古代的书法教育与当代高等书法教育不可同 日

而语
,

属于另外一个研究范畴
,

故在此不作论述
。

按
:

学院是指实施某一种专业教育的高等学

校
,

如美术学院
、

师范学院
、

文学院等
。

除独立设立

的学院外
,

在许多大学中也设立有学院
。

在我国现

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中
,

还没有书法学院的设立 (民

办学院及非学历教育除外)
,

承担高等书法教育任

务的主体是独立美术学院或大学中的美术 (艺术 )

学院以及美术 (书法 )系 (所 )
,

当然
,

也还应包括一

些承担有培养博士
、

硕士任务的科研机构
。

本文所

谈论的对象
,

仅限于高等学校
,

没有将涉及高等书

法教育的一些非高校科研机构包括在内
,

但事实上

他们对中国的高等书法教育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

对高等书法教育与当代书法的关系的研究和

探讨
,

已越来越受到书法研究者的重视
。

除发表的

大量单篇论文外
,

仅以高等书法教育为主题的专题

研讨会就有好几次
,

如
:

中国美术学院曾主办了
“

国

际高等书法教育论坛
” ,

北京大学主办了
“

北京大学

与艺术教育学术研讨会暨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

所成立大会
” ,

北京师范大学曾主办过
“

高等书法教

育论坛
” ,

首都师范大学最近也将主办
“

高等书法教

育学科建设与发展国际研讨会
” 。

这仅是举其规模

和影响较大者
,

一些小型的讨论会还更多
。

这还不

包括美术院校所主办的高等美术教育学术会议及

中国书协所主办的书法学术会议中对高等书法教

育的研讨在内
。

因此
,

我们说高等书法教育研究已

成为书法研究
、

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而且是不可

回避的课题
,

是毫不夸张的
。

这里我们不妨对高等书法教育发展的历程作

一简单的回顾
。

在 2 0 世纪前叶及新中国建立的初

期
,

书法与高等院校早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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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主要涉及的时段则是20 世纪6 0年代以来的近

4 0年
。

将书法纳人高等教育体系中
,

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书法人才缺乏的现实和对培养书法人才的迫切

要求
。

早在1 9 61 年
,

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

寿先生就在各种场合多次呼吁
:

现在要抓紧培养书

法的接班人
,

否则将后继无人
。

他的建议得到了有

关部门和一些关心书法人士的支持
,

196 2年中央文

化部委托浙江美院以潘天寿为主
,

由潘天寿
、

吴葬

之
、

陆维钊等老前辈开创了我国有史以来现代意义

上的第一个书法专业
。

1 9 6 3年
,

请准高等教育部开

始招收书法本科专业
。

川当代著名书法家朱关田先

生便是当时招收的学生之一
。

遗憾的是很快就爆发

了
“

文化大革命
” ,

高等书法教育这一轴大戏刚刚拉

开了帷幕
,

演员们还未完全进人角色
,

锣鼓声就一

下子悄然而止
,

在人们期待了十多年后
,

才得以重

新土演
。

19 7 9年 10 月
,

还是在浙江美术学院
,

由陆维钊
、

沙孟海
、

诸乐三这三位著名教授倡导
,

招收了我国

第一批书法硕士学位研究生
。

这在书法史
、

教育史

上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

书法艺术教育从此开创了一

个新的纪元
。

高等书法教育这轴大戏
,

在人们期待

了十多年后重新上演
,

更精彩动人
。

朱关田
、

祝遂

之
、

王冬龄
、

邱振中
、

陈振廉这五位共和国的首批书

法硕士横空出世
,

如有耀眼的晨星
,

二十余年来在

书坛仍在大放光芒
,

演绎着辉煌
。

此后
,

南京艺术学院
、

南京师范大学
、

中央美术

学院
、

西南师范大学
、

天津大学等著名院校都相继

招收了书法硕士学位研究生
。

时至今 日
,

书法硕士

教育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

20世纪的最后 10 年
,

是书法高等教育发展的大

好时期
。

硕士学位层次的书法教育并没有让书法

界
、

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感到满足
,

不少书法教育家

如徐无闻
、

王学仲
、

欧阳中石等先生仍在为创建书

法博士点而呕心沥血
、

奔走不已
,

终于在 19 9 4年由

首都师大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书法博士点
,

于 19 95年

开始招收第一批书法博士生
,

紧接着
,

中国美院
、

浙

江大学
、

吉林大学
、

苏州大学
、

中央美术学院
、

山东

大学等院校也相继建立了书法博士点
。

首都师大
、

浙江大学艺术学院
、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

吉林

大学等单位还建立了博士后工作站
。

至于开办专

科
、

本科层次的高等书法教育的院校就更多了
。

回顾4 0年来的高等书法教育所走过的历程
,

我

们发现
,

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一
、

高等书法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
,

形成了

多层次的教学体系
。

据不完全统计
,

目前全国已有

中央美术学院
、

中国美术学院
、

南京艺术学院
、

鲁迅

美术学院
、

广州美术学院
、

山东艺术学院
、

北京大

学
、

天津大学
、

浙江大学
、

山东大学
、

四川大学
、

暨南

大学
、

山西大学
、

苏州大学
、

河南大学
、

上海大学
、

吉

林大学
、

南京大学
、

聊城大学
、

南昌大学
、

中国人民

大学
、

西安交通大学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

北京师范

大学
、

首都师范大学
、

西南师范大学
、

南京师范大

学
、

华东师范大学
、

天津师范大学
、

福建师范大学
、

上海师范大学
、

曲阜师范大学
、

北京教育学院
、

杭州

师范学院
、

海南师范学院
、

太原师范学院
、

西安工学

院
、

天津工会干部管理学院
、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

娄

底师范专科学校等数十所高校先后实施了多层次
、

多途径
、

多种办学形式的高等书法教育
,

具有相当

的规模
。

从实施高等书法教育的主体来看
,

有独立

的美术 (艺术 )学院
,

综合性大学的美术 (艺术 )学

院
、

系
、

研究所
,

师范学院
、

专科学校等不同的教育

机构
;

从教育的层次来看
,

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

育
,

前者如专科
、

本科
、

硕士
、

博士生的培养
,

后者有

普通的进修班
、

助教进修班
、

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

进修班
、

高级访问学者
、

博士后流动等不同的人才

培养方式
;

从办学方式来看
,

既有全 日制形式
,

也有

在职申请学位
、

在职攻读学位
、

成人教育
、

夜大
、

电

大等多种途径
;
办学的渠道既有国家的教育部门

,

也有教育部门与书协
、

文博等单位的联合
。

总的来

说
,

目前我国的高等书法教育已基本上形成了多层

次
、

多渠道
、

多格局的多维办学方式
,

并逐步向学科

化
、

专业化
、

规范化的教育系统迈进的可喜局面
。

二
、

高等院校不仅是培养高级书法专业人才的

基地和摇篮
,

同时也是书法精英人物最为集中的地

方
。

据初步统计
,

目前为止
,

高等书法专业教育至少

已培养了数十位博士
、

一百余位硕士和数以百计
、

千计的本科
、

专科生
,

他们不只是获得了文凭和学

位
,

更重要的是这些毕业生在当代书法创作
、

学术

研究
、

书法教育和书法组织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和

所发挥的作用 日益显著
,

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认同
。

如朱关田
、

祝遂之
、

王冬龄
、

邱振中
、

陈振镰
、

黄悼
、

徐利明
、

陈仲明
、

丛文俊
、

白砒
、

陈大中
、

白鸿
、

解小

青
、

叶培贵
、

郑晓华
、

史长虹等
,

都是新中国高等书

法教育所培养的优秀人才
,

并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

数至今仍集中在高校
,

继续从事高等书法教育工

作
。

除上述这些优秀的书法精英人士外
,

高等院校

还集中了一大批书法界的著名人士
,

如沙孟海
、

陆

维钊
、

诸乐三
、

潘天寿
、

陈大羽
、

尉天池
、

徐无闻
、

王

学仲
、

启功
、

欧阳中石
、

金开诚
、

陈永正
、

钟明善
、

林

帕
、

华人德
、

曹宝麟
、

王铺
、

蒋维裕
、

徐超
、

陈初生
、

尚

涛
、

冯建吴
、

秦永龙
、

黄文宽
、

侯镜挺
、

刘江
、

章祖安
、

刘守安
、

姜澄清等
,

他们服务于高等院校
,

但在书法

界都享有最崇高的声誉
。

在创作方面
,

最优秀的书

法家绝大多数是高等院校的教师
,

或是高等书法教

育直接培养的人才
,

非高等院校的著名书家
,

绝大

多数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过高等书法教育的洗礼
,

或

在高校兼职
。

在书法的学术研究方面
,

最优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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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也大都出自于高等书法教育界或受过高等书法

教育的人士
。

从历届书法展览及四届至六届书学研

讨会获奖者的名单来看
,

我们也不难看出当代书法

高等教育所取得的骄人成绩
。

三
、

在学科建设
、

学术研究
、

教学方法
、

教材建

设等方面
,

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

书法虽然是

一门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艺术门类
,

但相对于

文
、

史
、

哲
、

音乐
、

美术等学科来说
,

其学术上的归属

长期以来一直并不明确
。

书法的学科建设与高等教

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

正是因为有了高等书法教

育
,

学科建设才提到了议事 日程上来
,

同时
,

学科建

设也促进了高等书法教育的深化
。

当代高等书法教

育
,

不仅促成了第一部《书法学》(陈振镰主编 )的诞

生并相继提出了多种不同的书法学学科建构模式
,

也使《书法教育学 ))( 陈振镰著)
、

《大学书法教材集

成 ))( 陈振镰主编)
、

《书法概论))( 启功主编 )
、

《书法

教程))( 欧阳中石
、

徐无闻主编)
、

《书法))( 王冬龄主

编 )
、

《书法基础与欣赏》(钟鸣善主编 )等高质量的

教材得以相继问世
。

这些教材本身
,

都是学术含量

相当高的成果
,

但相对于高等书法教育在学术 研

究所取得的成就还只是一小部分
。

当代最优秀的书

法著作绝大部分也都是高等书法教育界人士或接

受过高等书法教育者完成的
。

如((E 日学史》
、

《中国书

法图录}}( 沙孟海 )
,

《中国书法风格史 )}( 徐利明 )
,

《现代中国书法史})( 陈振镰 )
,

《中国书法美学思想

史》(姜澄清 )
,

《书法与传统文化 ))( 欧阳中石等 )
、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丛书》(黄悼 )
,

七卷本《中国书

法史))( 朱关田等)
、

《中国书法全集》有关分卷 (朱关

田等 )
、

《西伶印社百年史料长编 })( 陈振镰主编 )
、

《兰亭论集)}( 华人德 )⋯ ⋯丰硕的学术成果
,

举不胜

举
。

在教学方法及人才培养上
,

已形成了综合性大

学及独立美术院校两种不同的高等书法教学模式
。

各高等院校依据自身的特点
,

或重创作
、

或重学术
、

或重文化传统
、

或重综合素养
,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

不同教学风格
,

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

四
、

高等院校在当代书法的传播方面
,

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
。

报刊
、

媒体及展览是当代书法传播最

有效的手段
,

高等院校尤其是美术学院一般都拥有

一流的现代展厅
,

经常性地举办包括师生联展
、

毕

业汇报展在内的多种书法展览
,

以其规模小
、

设计

科学
,

较之作品动辄数以千计的历届全国书法篆刻

展览而言
,

具有更高的学术品位和更好的观赏效

果
,

参观者往往又不限于书法圈内人士
,

这对于书

法与其他美术门类的交流
,

书法在书法圈以外的传

播十分有利
。

高等院校一般都有较好的出版社和学

报
,

这对于书法创作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发布
,

具有

不可低估的作用
。

如中国美院的《新美术》
、

中央美

术学院的《美术研究》
、

南京艺术学院的《美术与设

计》
,

天津美术学院主办的《中国书画报》
、

中国美术

学院主办的《美术报》等报刊
,

发表了大量的书法研

究文章和作品
,

尤其是在《中国书法》
、

《书法报》等

专业报刊创办以前
,

它们更是书法成果发布
、

宣传

的主要阵地
。

而综合性大学学报
,

也往往为书法学

术研究成果的发表
,

辟出了一定的版面
,

无疑为书

法走出狭小的 自我封闭圈
、

融人整个大文化
、

大学

术提供了绝好的契机
。

像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这样

的高等院校出版机构
,

自成立以来
,

一直致力于书

法读物出版
,

形成了良好的品牌
,

对当代中国书法

的传播更是功不可没
。

高等院校如中国美院
、

天津

大学
、

北京大学
、

中央美院
、

南京艺术学院等
,

或招

收外籍的书法博士
、

硕士
,

或接纳来华的留学生
,

或

对外派出专业书法教授
,

或组团互访
、

联合办展
,

这

对于中国书法迈出国门
、

走向世界
,

发挥了更有效

的作用
。

以上几点
,

只是对四十年来高等书法教育所取

得的成就作了一个大致的概括
,

既不够具体
,

也不

全面
。

四十年高等书法教育的成就
,

无论是在研究

当代教育史还是研究书法史时
,

都足以令我们感到

自豪
,

值得重重地书写一笔
。

但尽管如此
,

问题与困

境仍然是存在的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高等书法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
,

形成 了

多层次的教学体系
。

据不完全统计
,

目前全国已有

中央美术学院
、

中国美术学院
、

南京艺术学院
、

鲁迅

美术学院
、

广州美术学院
、

山东艺术学院
、

北京大

学
、

天津大学
、

浙江大学
、

山东大学
、

四川大学
、

暨南

大学
、

山西大学
、

苏州大学
、

河南大学
、

上海大学
、

吉

林大学
、

南京大学
、

聊城大学
、

南昌大学
、

中国人民

大学
、

西安交通大学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

北京师范

大学
、

首都师范大学
、

西南师范大学
、

南京师范大

学
、

华东师范大学
、

天津师范大学
、

福建师范大学
、

上海师范大学
、

曲阜师范大学
、

北京教育学院
、

杭州

师范学院
、

海南师范学院
、

太原师范学院
、

西安工学

院
、

天津工会干部管理学院
、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

娄

底师范专科学校等数十所高校先后实施了多层次
、

多途径
、

多种办学形式的高等书法教育
,

具有相当

的规模
。

从实施高等书法教育的主体来看
,

有独立

的美术 (艺术 )学院
,

综合性大学的美术 (艺术 )学

院
、

系
、

研究所
,

师范学院
、

专科学校等不同的教育

机构
;

从教育的层次来看
,

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

育
,

前者如专科
、

本科
、

硕士
、

博士生的培养
,

后者有

普通的进修班
、

助教进修班
、

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

进修班
、

高级访问学者
、

博士后流动等不同的人才

培养方式
;

从办学方式来看
,

既有全日制形式
,

也有

在职申请学位
、

在职攻读学位
、

成人教育
、

夜大
、

电

大等多种途径
;
办学的渠道既有国家的教育部门

,

也有教育部门与书协
、

文博等单位的联合
。

总的来

说
,

目前我国的高等书法教育已基本上形成了多层

次
、

多渠道
、

多格局的多维办学方式
,

并逐步向学科



化
、

专业化
、

规范化的教育系统迈进的可喜局面
。

二
、

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

学生综合素质普遍偏

低
。

目前高校的书法师资队伍
,

从个体上而言
,

并不

缺少名家
、

名师
,

前文提到诸多名家
,

足以构成一个

强大的阵容
,

但考虑到书法专业的迅速发展
,

则感

到师资力量明显的不足
。

事实上
,

早在书法专业创

立之初
,

即存在着这一问题
。

当时的浙江美院本已

是名家云集的地方
,

如潘天寿
、

陆维钊
、

诸乐三
、

沙

孟海
,

包括刘江
、

章祖安
,

学生也不过只有数位而

已
,

但潘天寿先生仍要延请朱家济
、

方介堪等名家

来家任教
,

足见对师资的重视程度
。

而当代高等书

法教育的现状是
,

某一高校只要有一二位书法教

师
,

便可仓促上阵
,

办起书法的专科
、

本科
、

硕士
、

博

士乃至博士后的教育
,

无怪乎遭到了一些有识之士

的垢病
。

为了解决燃眉之急
,

或为了上专业
,

不少高

校不得不从社会上的书家中聘请教师
,

这原本也是

浙江美院当时所有的先例
,

但究其实质则不可同日

而语
。

书法界本是鱼龙混杂
,

即使是著名的书家也

未必是一位合格的教师
。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法

规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级各类学校或其他

教育机构中担任教师工作的人员
,

必须持有《教师

资格证书》
,

持证与否
,

不仅只是一个形式问题
、

规

范问题
,

其背后包涵着对教育规律的尊重
。

我们知

道
,

即使你对法律条文了如指掌
、

能言善辩
,

但如果

你没有取得律师资格
,

就不能担任律师
,

哪怕是兼

职律师
。

术业有专攻
,

书法作为一门学科或专业
,

涉

及的课程甚多
,

仅靠少数的书法教师是不可能解决

问题的
,

更何况并没有全能的教师
。

与文学
、

音乐等

学科相比
,

我们应当看到现行高等书法教育在师资

方面的严重缺陷
。

在生源方面
,

固然不排除个体的

差异
,

但从总体而言
,

无论是专科
、

本科
、

硕士
、

博

士
,

整体素质普遍偏低
,

中小学缺少书法教育的基

础
,

博士
、

硕士不过是专科
、

本科在时间上的延续
,

文化素养与专业素养失衡
,

都是影响生源质量的严

重问题
。

三
、

现行的教育体制中
,

对高等书法教育缺少

统一的规划
,

办学方向不明确
。

表面上看
,

专科
、

本

科
、

硕士
、

博士
、

博士后
,

全 日制
、

成人教育
,

一应俱

全
,

专业点遍布于东南西北中各个地区
,

但与文学

等成熟的学科相比
,

确实比较混乱
。

比如说
,

前面已

经提到的学科
、

专业定位
,

专科
、

本科
、

硕士
、

博士
、

博士后人才培养计划的编制
,

教学 目标的制定
,

教

材的建设
,

课程的设置
,

至今仍是因校而异
、

因人而

异
,

并没有相对统一
,

大家认可的规划设计
,

校际之

间缺少交流
,

都是严重影响高等书法教育走向深人

的不利因素
,

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和探讨
。

高等书法教育的研究
,

已越来越受到有关人士

的重视
,

如启功
、

欧阳中石
、

蒋维裕
、

姜澄清
、

尉天

池
、

陈振廉
、

丛文俊
、

黄淳
、

祝遂之
、

王铺等
,

先后发

表 了大量的论文
、

论著
,

涉及的问题相当全面
、

深

刻
。

我本人也对这一问题予以了高度的关注
,

十余

年来
,

撰写了多篇论文
,

但我觉得
,

问题依然存在
,

巫待解决
。

因此
,

在这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一
、

总结各高校的办学经验
,

找出不足
,

在此基

础上
,

共同研究解决一些带共同性的重大问题
。

二
、

像5 0年代的院系调整一样
,

由有关部门规

划
,

对现有的教育资源进行整合
,

压缩规模
、

相对集

中
。

三
、

制定统一的人才培养计划
、

专业标准
,

加强

基础建设
,

包括学科
、

专业建设
,

确立主干课程
、

制

定课程标准
,

编写统编教材等
。

四
、

加强校际联合
,

实现资源共享
。

如集中展示

现 已取得的教学
、

科研成果
,

举办联展
、

互聘教师
、

互选课程
、

互借图书
、

联合申报国家级教育类
、

艺术

类重点规划课题
,

同时加强与台湾
、

香港地区及 日

本
、

韩国等高校之间的合作
。

五
、

定期举办高等书法教育的学术研讨会
,

及

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

由各高校轮流主办或由某一

高校
、

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牵头
,

成立一专门机构

担负日常联络工作
。

学院与高等书法教育及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发

展之间的关系
,

还有许多课题有待于进行深人的研

究
。

总的来看
,

四十年来的高等书法教育
,

成绩是主

要的
,

但也存在当一些巫待解决的问题
。

我们期待

着高等书法教育的辉煌
,

期待着学院同仁们共同努

力
、

携手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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