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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从少年伴我启蒙，而今浸淫已
过半生，日久情不移。而在世界飞速发
展的大潮里，过去十年，我更看见中国
书法如夏夜星空，繁星璀璨，熠熠生辉，
恒久不移。

回望来时路，每一个亲历这十年书
法事业发展的书法人，都会为这个时代
由衷地赞叹：这十年，是书法事业高速
发展的十年，也是书法艺术飞跃发展的
十年。伴随新时代文化事业发展的步
伐，书法艺术的发展，在学术、创作、学
科、人才、传播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全社会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关注
度大大提升，社会各方面对书法艺术发
展的支持力度也显著加强，书法事业发
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车道。

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发展问题得到
全社会高度关注。

书法是中国第一大艺术。因为文
字是文明的载体，所有中国人从启蒙
时代开始认字，从此即和写字结下不
解之缘。

在传统社会，书法是全民艺术。历
史上几乎所有杰出人物都热爱书法，很
多人在历史上叱咤风云，但时过境迁，
他的其他业绩可能渐渐被人淡忘。而他
的书法却被人永远记忆。如书圣王羲之
父子，“唐四家”欧阳询、褚遂良、颜真
卿、柳公权等。他们的墨迹是传世法帖，
因此他们的名字因书法而家喻户晓。书
法艺术传播的广泛性得力于汉字作为
社会公共工具的强大实用背景。实用，
是书法繁荣发展的最重要社会动力源。

但是近代社会发展，书法的社会基
础遭受严重侵蚀。先是书写工具改变，毛
笔退出日常生活；然后是信息技术革命，
键盘代替手写。从理论上说，书写的历史
可以终结了，书法已失去社会实用性。

实用是书法之源，也是书法生存延
续的土壤，失去实用性支撑，纯艺术的
书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凡事用则
兴，不用则废。没有社会需求，任何事物
必然逐步衰萎。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传统
艺术普遍面临的困境。

感恩伟大的时代，在为民族谋复
兴、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能高
度重视传统艺术的发展，及时采取措
施，为传统艺术发展注入活力：

2013年，教育部下发《中小学书法
教育指导纲要》，对书法进课堂作出了
具体部署。

2014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来
到书法教室，总书记说：中国字是中国
文化传承的标志，书法课必须坚持。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各级党
委和政府切实把包括书法在内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列入重要
日程。

有一位从事美术教育多年的老教
授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书法在我们国
家现在所得到的重视，前所未有！有那
么多人关心书法、支持书法、学习书法，
在以前那是不可想象的。

老教授的话，说出了我们书法人的
共同心声。

书法艺术的民族文化特征及其代
表性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

书法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精粹，它以
汉字为载体，通过具有特殊笔情墨韵的
汉字形象的创造，记述历史，记录生活，

表达书法家思想、情感和审美理想。
在世界艺术体系中，各国都有自己

的书法。但是，把文字书写发展为一门
和诗歌、绘画、音乐、舞蹈并列的“纯艺
术”，用以“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孙过
庭）,大概只有中国。2015年某国际著名
机构曾做过民意测验，推选“各国做得
最出色的十件事”，在“中国人做得最出
色的十件事”中，书法名列第四。

中国书法所蕴含的艺术观念和表
现手法在中国艺术中是具有奠基性的，
正如林语堂所说：中国书法在世界艺术
史上的地位十分独特，它给了中国人以
基本的审美观念；在书法上，也许只有
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
心灵的极致。

这十年，书法艺术的民族文化特
征及其代表性，越来越获得社会各界
的认同，其突出表现，是在我国主办
的重大国际国内活动中，书法一次次
闪亮登场：

2008年8月世界瞩目的第29届夏
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盛
大的开幕式演出惊艳世界，其中有两个
节目深情地演绎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个
是徐徐展开的水墨卷轴，一个是几百名
演员扮成活字印刷字模，用大篆、小篆、
楷书三种不同字体展现了同一个汉
字——“和”。

2016年9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夫人彭丽媛邀请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杭州峰会外方代表团团长夫人参观
中国美术学院，最后，彭丽媛邀请来宾
们一同书写汉字“和”。

2018年春晚，午夜12点的“新年
祝福抽奖活动”别出心裁：这次春晚正
点守岁的新年祝福，是沈鹏等五位当代
书法大家题写的巨幅“福”字。春晚的这
一设计，让广大书法爱好者着实兴奋了
好长时间，因为书法这样上春晚，从来
没有过！

这一切显示了，在新时代民族复
兴的新征程上，书法有特别的意义和
担当。

书法教育、研究、创作持续繁荣，高
水平书法专业队伍空前扩大。

近十年，得力于国家发展的综合成
就，文化艺术各领域得到了更多的政策
扶持和发展空间，书法也得惠其中，受
益多多。

教育是事业发展的基础。近十年书
法教育发展迅猛，成效显著。尤其是高
等书法教育，培养的是这个行业的国家
队，它的发展状况决定这个时代这门艺
术发展的高度。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
国招收书法专业本科的大学已近150
所，加上招收硕士生博士生的大学，设
有书法专业的大学已超过200所。这是
对未来书法艺术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
数字。因为书法列入全日制本科、研究
生大学专业招生目录，意味着我国的书
法艺术人才培养，将长期稳定规范地进
入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每年会有一大批
高素质专业人才出来，分散全国各地各
行业。如果我们把社会比喻为一个肌
体，那这个肌体血管里的书法元素增加
了，而且供量逐年递增。可以说书法艺
术事业的社会基础，由此会得到源源不
断的补充，越来越丰厚。这是影响书法
艺术发展功在千秋的德业。

与书法教育系统化、正规化同步，
书法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
这十年也有了跨越式发展。首先是学科

建制。全国有数百所大学有书法专业或
开书法课，意味着有几百个专业书法教
师专门从事书法教学与研究。经过一定
时间积淀，学术必然推进，成果必然丰
硕。特别是近十年来，国家艺术基金、社
科基金等国家级大型科研资助项目，加
大了对书法学科的扶持，有分量的学术
课题被基金接纳成为资助项目，这更助
推了书法学科科研工作的纵深化发展。
其次，与此相应，纳入正规化教育之后，
书法的人才培养，开始改变原先由民间
师徒相授而产生的“偏科”现象，具有系
统学科知识、全面专业素养、学术和创
作能力的高层次人才逐渐充实书法行
业，改变了书法行业的人才结构，提升
了行业的专业厚度和内在活力。

在书法创作方面：一方面，现代展
览机制给予行业巨大的激励和引导，有
效促进了书法行业在传统技术传承方
面的提高；另一方面，高等艺术教育为
行业输入了系统而有深度的学科思维。
这个学科思维既贯通古今，连接中华传
统审美精神，同时联结时代，贯通中西，

将书法艺术纳入整个世界和中国艺术
的大视野，把书法在当代中国文化体系
构建中的使命和担当协同审视思考，这
使当代书法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人
文厚度和时代亮色。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正本清源，
守正创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
来；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学古而不
泥古，破法而不悖法，创作更多彰显中
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
这已成为新时代书法工作者的共同价
值追求和工作努力方向。

以人民为中心，书法家努力突破传
统创作模式，贴近生活、贴近时代，为时
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优秀的书法作品，应该是深刻的思
想和精湛的技艺的统一，二者缺一不
可。我们看历史上有影响的书法家，有
影响的经典之作，都是以深刻的思想内
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而构成其
在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的。王羲之的
《兰亭序》以优雅的笔触抒写了一个旷
世名士面对永恒的大自然心中涌起的
那种超越生死、俯瞰人世的旷达情怀。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轼的《黄州寒
食诗帖》，也都是悲怆人生的慷慨悲歌，

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折射出不凡的
人格光辉。从历史可以得出结论，凡有
影响的传世之作，一定是文质兼美，既
有精彩的笔墨，同时又有深刻思想内
容，书法家要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心声，
抒真情实感。

但是近代社会变革的某些方面，对
书法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较突
出的是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文学革
命”导致了全社会古典语言能力的跌
落，当代不少技术上很优秀的书法家只
会抄古诗，偶尔写一点短文都十分困
难。这是困扰当代书法发展的一个瓶颈
问题。

近十年来，书法行业在“文化生态”
修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中国书
法家协会，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优势和专
业优势，如选拔全国青年创作骨干举办

“国学修养班”，在专业大展、评奖中倡
导“艺文兼备”自作诗文，在专业大展中
严格文字审读等。对于引导全行业形成
读书、学习风气，提升传统文化修养，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推进“语言工具”能力的同时，
中国书协积极倡导书法人走出书斋，
走进革命历史，走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围绕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努力突破传统书
法抄古诗、吟风弄月的小格局，努力用

手中之笔，为时代立传、为时代画像，
讴歌时代、讴歌英雄、讴歌人民。从
2020年礼赞我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的全国书法大展“中国力
量”，到2021年讴歌建党百年丰功伟绩
的全国书法大展“伟业”，再到不久前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迎接庆祝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书法大展“征程”，
中国书法家协会积极鼓励书法家、书
法工作者回归书法本心，用书法家的
眼睛观察生活、审视当下，用书法家的
笔记录时代、描绘生活，努力谱写新时
代的“兰亭序”。应该说，在书法史上，
可能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上百位技术
精湛的书法家，分头深入城乡，或挖掘
革命历史，或寻访英模故事，或聚焦新
时代百姓生活，广泛搜集素材，然后调
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生活转
化为艺术，把感悟转换为作品，以富有
时代气息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笔墨，
赋予作品以新时代的人文精神。

回顾这十年，应该说，这是不平凡
的十年，是值得重笔浓墨抒写的十年。
这十年，书法艺术回归时代，回归本心，
它走进了革命历史，走进了时代生活，
走进了乡村学校，走进了工厂军营，走
进了百姓的奋斗甘苦，走进了大众的欢
笑热泪，努力看清脚下的路，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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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书法大展

征程：迎接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书法大展

中国力量——全国脱贫攻坚书法大展

字载中华——中华精品字库工程成果展

麦贤得——为祖国时刻准备着！（油画） 冯少协 作

在“八六海战”57周年纪念日上，以“致敬‘钢铁战士’矢
志奋斗强军”为主题的《麦贤得——为祖国时刻准备着！》（以
下简称《麦贤得》）油画收藏仪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
馆举行。该作品由广东画院副院长、广东省美协副主席冯少协
历时23天创作完成。

海军博物馆馆长张利波表示，冯少协以笔墨丹青浸润忠
诚品格,以时代画像映照强军壮志，彰显了人民艺术家“有信
仰、有情怀、有德艺、有担当”的精神风貌。《麦贤得》在博物馆
展厅永久陈列，将不断激励青年人投身海军、献身海军、建设
海军，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贡献力量。冯少协表示，抒写
和弘扬英雄人物的事迹和精神在当下更有着特别的价值和意
义。该作品的创作旨在将“钢铁战士”的精神镌刻在共和国记
忆的丰碑之上，向时代楷模致敬，向人民英雄致敬。

1965年8月6日，“八六海战”打响，战斗中，611艇轮机
兵麦贤得在被弹片击中头部的情况下，仍以惊人毅力顽强战
斗了3个小时直到战斗胜利，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麦贤得》是冯少协继《中国共产党党员——钟南山》后创作的
又一油画力作。作品在广东画院展出期间，麦贤得曾亲临现场
参观，并鼓励青年人为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

（美 闻）

油画《麦贤得》被海军博物馆收藏并永久陈列 艺术家贺贺同名个
展“贺贺”于 9 月 25 日
在广州市越秀公园花卉
馆中馆——自然和谐艺
术馆开幕。这是艺术家
的首场个人作品展，由
自然和谐艺术馆主办，
李邦耀担任学术主持，
徐乔斯担任策展人。共
展出39幅作品，集中呈
现了贺贺近年来从具象
到抽象的绘画创作，以
及日常生活中随手记录
下的影像形成的观念作
品。其作品暗含关于世
间百态、人生剧场的主
题，揭示出时间的无限
循环性。贺贺毕业于广
州美术学院，系广州画
院特聘画家、广东省美
术家协会会员。多幅作
品被私人、美术馆和企业收藏。2022年其个人随笔文集《青虫》由
新星出版社出版。展览将持续至12月25日。 （梅 讯）

由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主办，中央
文史研究馆支持的“史笔诗心——薛永年学
术艺术展”近期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作为中
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之一，此次展览以
丰富的文献展示了我国当代美术史论家薛永
年的学术成就和诗书创作。展览共展出书
法、绘画、篆刻等各类作品100余幅，学术文献
300余件，通过大量文献、手稿、书信、照片勾
勒了薛永年的治学历程和研究方法，以诗书
画印展现其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此外还呈
现了其师道传承和艺学交往。

此次展览较全面地展示了薛永年的学术
历程和丰硕成果。在美术史方面，有个案研
究、画派研究、传统书画论研究，填补了空白，
深化了认识，既展现了对百年美术变革进行
的宏观把握，又有对美术史学科进行的反思
展望。在美术理论方面，既有对当下美术创
作现象的洞见，也有呼吁“为中国美术立言”
的理论构想。展出的艺术作品皆为作者以理
论结合实践进行的艺术创作，展现了其综合
修养与实践功底。展览还特设“教学厅”展现
了薛永年的为师之道。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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