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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篆刻艺术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须继承。如

果再不抓书法教育，就会出现后继无人的情况。”1962年3

月，时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天寿在文化部召开的全国

高等艺术院校教材工作会议上，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书法

家寥寥无几、书法作为国粹前途堪虞的问题如此呼吁，由此

推动了新中国第一个高等书法专业于1963年在浙江美术

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的创立。新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由是

发端，至今已走过了一个甲子。

7月9日至18日，由中国书协指导，中国美术学院、中

国美术馆、浙江省文联主办，中央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

首都师范大学合作举办，全国80家书法高等教学单位参展

的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书学之路——高

校书法教育六十年成果展”在京举行。此次展览以“筚路蓝

缕”“踵事增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创办60周年”三大

板块共360余件作品，辅以文献、年表、影像资料等，系统梳

理了中国现代书法教育的历史与成就。展览期间，“书学之

路——高校书法教育六十年成果展”学术研讨会同期举

办。来自全国高校的书法教育工作者及业界专家共同回顾

60年来中国高校书法教育的治学之路，围绕如何在现代学

院体系中承继中国书法“道艺会通、学养相成”的教育宏愿

等议题，从书法的实践教学、理论教学及未来使命等角度展

开了深入研讨。

传承书艺“通人之学”的理念

“书法之为艺术，是心手相应、情致焕发的审美创作；书

法之为教育，从根本上说是身心一如的修养实践。在更高

层面上，与汉字相伴相生的书法，是中国人活着的文明之

根。”追溯书法学科创立的初心，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

认为，由前辈学人共同开创的书法专业接续先贤道统，重建

了书法教育的“通人之学”理念，为中国的高等书法教育指

明了方向。

1962年，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沙孟海、朱

家济、刘江组成7人小组试办书法专业，率先在浙江美术

学院中国画系增设书法篆刻科，设书法、书史、书论、篆刻

及史论、文字学、印学、古代汉语言文学等课程，使书法篆

刻首次从高等教育体系中独立出来，开启了传统之艺新

的发展之路。此后，陆维钊又于1979年暑期为浙江美院

首届书法硕士研究生手订《教学纲要》，从书法与刻印的

一般常识、文字学、金石学、书法实技、书法的风格韵味、

书法的商品化问题、书法家的国学修养、中外文化交流等

方面构建了书法专业“诗书画印”兼通以及外延至文化

史、考古学、文学、史学和哲学的教育蓝图，对现代高等书

法教育影响至远。

“中国高等书法教育60年中有很多节点，从本科招生

这第一个重要节点，我们看到的是，书法终于被尊重、被认

真对待。”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说。新

文化运动之后，书法作为专门艺术领域，与日用之道、学问

之道日益疏离，这一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引起了老一辈

艺术家的忧心。60年来，书法专业从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到博士研究生的陆续招生，再到去年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

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书法学科升级，与美术并列

为一级学科，迄今我国开设书法学科与专业的院校已达

261所，涵盖综合性大学181所、艺术类院校20所、师范类

大学60所。在陈振濂看来，大学书法艺术教育的前提是审

美，这与互联网时代的“日常书写”并非同一概念。“高等书

法教育追求的是与5000年来从甲骨文、金文一直到当代的

审美链的衔接。这些在书法专业初设时以及此后本科到研

究生的教学中，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确立高等书法教育的专业品格

“今天我们要建设好书法专业，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要

‘两条腿’走路，不能一高一低。”2022年，新版研究生教育

学科专业目录中对学科分类的细致化引起了业界关注。南

京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黄惇提出，书法专业既不能

培养没有文化的写字匠，也不能培养脱离实践的空头理论

家。解决这一问题，从教学的角度面临着师资队伍建设

与课程设置的挑战。在他看来，当下青年教师的综合文

化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如何在有效时间内用更好的方

法给学生传授知识也需加强研究。在课程设置方面，与

综合性院校相比，艺术院校里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

缺位可能会使书法人才的培养在专门知识的获取上缺少

相应支持。

中国书协副主席潘善助谈到，几十年来高校书法专业

教师的规模增长超出预想，随着年均5000以上的毕业生

进入相关领域，当代书法家中来自高校的领军人才越来

越多，高等书法教育对中国书坛人才结构的影响已逐渐

凸显。在他看来，引领文化思潮是大学教研工作的重要

任务。高校要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社会

书法思潮的诞生如能更多源自高校，其社会服务力将得

到彰显。近年来，专业书法教育如何能培育、引领大众书

法审美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专业的群体不发声，

二流、三流、不入流的声音就会发声。”他建议，院校可以

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在书法的大众传播和国际传播方面

建立更强大的影响力。

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彤认为，当下高校书法专业某

种程度上既存在着专业学科设置门槛较低、专业过分开设

的问题，也存在着对书法自身的研究不深入，学科升级后专

业支撑薄弱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对书法的理解认识不一

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书法究竟是什么艺术？这是

高等书法教育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在他看来，当下我们

一方面仍按传统的文化生态去理解书法，另一方面书法艺

术的“纯化”越来越凸显；一方面书法教育的培养方向不明

晰，另一方面社会对书法教育又赋予太多责任，这些都成为

当下书法教育面临的难题。“我们提倡书法的学科融合，还

应重视‘视域’的融合，比如建立书法与传播学的融合等，通

过把书法艺术放在更大的当代视域中去研究其面对的现

实，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中国书协副主席叶培贵看来，书法成为新中国分科

教育体系中的一员是现代学术发展的必然，由此也带来了

新的问题。书法到底是“文”是“艺”、是“学”是“术”的定位

之争，一定意义上伴随了高等书法教育的60年。其中，既

有依托历史文献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有对标现代艺术取

得的一系列成果。因此，开放多元是书法作为一门传统艺

术能得到很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多样性的人才构

成，才能使一个事业、一个艺术门类不断与整个社会充分交

融，最终形成多样化的、蓬勃的发展态势。”

以当代教育助推传统艺术发展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院长骆芃芃结合该院

十几年的招生与教学观察谈到，一方面学生缺乏史论常识

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不少院校的篆刻教学也缺少优秀师

资。很多院校聘请了知名的书法家、篆刻家，但能否教出优

秀的学生，还需从教育工作的角度进行衡量。“构建具有中

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科体系，书法、篆刻正是最

具中国特色的，是我们子子孙孙岁岁相守的技艺与修为。

今天我们如何在书法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及对教学

成果的评价、吸纳等方面加以改进提升，是当下书法教育者

的使命任务。”

“书法是实践性很强的艺术。不动笔，其中的微妙之处

是感受不到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学术部主任肖文飞

认为，高等书法教育60年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想用现代化

的教育模式重新建立起当代书法的“厨房”，用前人没有的

完备的史料优势做出当代书法的“大餐”。为此，宏观上需

要从历史的纵向与当代艺术的横向比较中准确定位当代书

法艺术；微观上，对书法的研究可从单字推进到对空间的感

受，从更小、更灵敏的内部空间观察书法，使它建立起跟建

筑、设计、雕塑等艺术的关联。“如能使书法教育从过去经验

式的教学上升到更具普遍性的学理性的教学，能用现代人

可以感知、理解的角度对书法史及相关概念加以梳理、认

识，可能会为书法艺术找到新的出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其凤谈到，书法教育的使命，

一是培养“人”，培养书法行业的从业者；二是培育“观念”，

包括审美观念的输出和创作观念的建立等。新版学科目录

调整后，明确了书法专业理论类与实践类高层次人才的分

类培养，在此目标指向下，高校更有责任使学子具备高级的

书法创作观念，乃至能引领整个当代书法的创作潮流。

抚今追昔，中国美院原院长许江重提书法教育要立“九

书”之论：第一书史，第二书论（书法文献学、语言文字学

等），第三书艺（书法艺术的创作），第四书法（书法的各种书

体及书写方法），第五书教（书法作为一种通人之学、修身之

学和语言文字之学的要义），第六书文（诗词题跋等文学之

课），第七书材（书法的工具材料及相关器材之学），第八书

较（国际上各种书艺的比较与交流），第九书屋（与书法相关

的居所林泉、书斋境域之学）。“此‘九论’于高等书法教育

40周年之际提出。20年来，书法学院的各位老师在书法的

义理雕凿、书法教学的方法构建上已有诸多成就。未来，创

造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书艺的传承发

展也使命在肩。”

“书为心画，书史亦是中国人的心灵史。”高世名表示，

高等书法教育60周年之际，首要之务就是回溯源头，审问

初心。“当代高等书法教育应立足学院教育平台，补今人

之所短，发扬当代之所长。一方面通过技法的纯度和理

法的深度，实现书体间的贯通以及临摹和创作、书论与书

写的贯通；一方面要回返初心，推进中国书学与古典学术

的知识整合，使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规模与精神有真

切认识，深切体会书法赖以生成的文化土壤，实现书法与

学问、书法与心性修养之贯通，使书法之传习始终能与古

人相往还、与先贤共吐纳、与伟大作品相契相知、与千年

传承绵延一体。”

书林漫步

“书学之路——高校书法教育六十年成果展”暨学术研讨会举办，专家热议：

以高质量教育推动书法艺术守正创新
□本报记者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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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戏曲演绎外国故事，在中国舞

台上不是一件新鲜事。从新文化运动

前后的零星实践，再到改革开放后的

大举兴戏，中国舞台上的“跨文化戏

剧”在中西方交流的国际潮流中绽放

出一树繁花。其中，古希腊悲剧与中

国戏曲的结合（也称“希剧中演”）是尤

为独特的那一枝。两种古老的戏剧在

千年之后穿越时间之壁，跨过文化之

隔，在交会中同台竞技，各显其美，最

终相得益彰，美美与共，成为文明互鉴

的华彩一章。

对观众而言，观赏这类“希剧中

演”的体验，或许最初是一声惊叹，如

果不带偏见地去理解，逐渐会转入对

其复杂的跨文化美感的沉思和体味。

古希腊悲剧在中国舞台上的重生再造

早已超出了既有单一学科理论的阐释

范畴。如何理解观众“自如又陌生，新

奇又酣然”的审美心态？如何剖析跨

文化戏剧的改编、搬演和传播历程？

如何衡量这种文化“混融”作品的价值

和意义？丰富的“希剧中演”召唤着能

与之相应的跨文化戏剧理论和评价体

系的创新，毫无疑

问，这一理论话语

体系应该具备跨学

科、跨文化、动态持

续等核心特质。

陈戎女的专著

《古希腊悲剧在中

国的跨文化戏剧实

践研究》便是为解

决以上问题所作的

一次可贵尝试。该

书是国内系统性研

究中国戏曲搬演古

希腊戏剧的改编实

践和舞台实践的第

一部专著，凝结了

作者 10 余年的学

术探索和创见成

果。在当下多元文

明互鉴的背景下，该书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实践价

值，对于仍在发展中的“希剧中演”也将发挥重要的学术助

推作用。

作为一部关注跨文化戏剧动态、改编与演出实践的专

著，该书可谓“有骨有血又有肉”。有“骨”，即结构精巧、布

局谨严。该书在序章和结语部分道明跨文化戏剧的研究历

史、范式和意义，中间四章详述典型案例。首尾串联，中怀

“明珠”，在多重学科交叉的背景之下，将中国的古希腊悲剧

跨文化戏剧实践置于中外戏剧共鸣共振的舞台之上。有

“血”，即指具有阐释效力的理论创新。该书提出跨文化戏

剧“译—编—演—传”的跨文化圆形之旅理论，并将其贯穿

始终，使之成为在历史长河与东西方文化间往返穿梭的隐

性脉络。有“肉”，即案例典型、翔实鲜活。该书选取《美狄

亚》《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俄瑞斯忒亚》四部悲剧在中

国若干剧种（河北梆子、京剧、评剧、蒲剧、豫剧等）中的改编

进行分析，涵盖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代表作，国内“希剧

中演”的全貌得以保存，细节历历再现。作者还深入访谈了

罗锦麟、孙惠柱两位导演，揭示出台前幕后的诸多隐衷。以

“骨”构形、以“血”为脉、以“肉”充实，该书兼具三者之长，既富

学理性，也有可读性。

该书的封面上，希腊的“戏剧之神”狄奥尼索斯面具与中

国的戏曲脸谱相映成趣，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构型和张力。狄

奥尼索斯庄严肃穆，睁大的双眼和张开的大嘴是希腊悲剧人

物的象征，也像极了最初接触跨文化戏剧时观众不禁发出惊

呼的样子。戏曲脸谱沉稳刚健，微笑友好，似乎看尽寰宇，通

晓古今。希腊悲剧面具与中国戏曲脸谱的一惊一喜，见证着

中希戏剧交会时相互鉴照中绽放的光亮。中希两个古老绚烂

的文明遥远却“一见如故”，它们在这本书中扺掌而谈，亲密无

间，相互诉说着长途跋涉、最终相逢的艰辛与蜜甜。

60年来，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已从小规模、精英化的培养逐渐转向大规模、素

质化的培养，如何重新认识书法学习的目标成为当代书法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

7月23日，位于河北省廊坊市的河北省

重点文旅项目“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戏剧

主题公园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作为王潮歌导

演继“印象”“又见”系列之后的全新文化作

品——“只有”系列的第四部作品，该作以“四

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为创作根基，以沉浸

式戏剧演艺为手法，以独特的“幻城”建筑为

载体，讲述关于《红楼梦》作者、续写者以及读

者的故事。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总占地228亩，

历时8年打造而成。首期共有4个大型室内

剧场、8个小型室内剧场以及108个情景空

间和室外剧场面向游客开放，剧目总时长超

过800分钟，千余名演员参与演出，专业演员

还会随机挑选游客进行互动。

作为一个寻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项

目，“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中式审美与哲学

融入现代景观建筑以及戏剧中，打破了室内表

演、静态观看的传统戏剧演出模式，采用移步易

景、迷宫幻境的设计理念，融合新情景装置艺

术与舞台沉浸技术，呈现出如梦如幻的沉浸式

戏剧与幻境空间，让游客仿佛“走进”书中，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

新。“读懂《红楼梦》，就是读懂我们自己。”王

潮歌说，“有一座园林，它不生长在土地上，而

生长在我们的心田和脑海中。这园林就是您

眼前所见的这座幻城，也是每一位中国人最

想抵达的那个美丽的理想之城。”（杨茹涵）

京津冀文旅演艺融合发展的新实践：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戏剧主题公园开园

话剧《小岛上的英台》讲述现代版“梁祝”故事
7 月 14日，由吴樾出品、监制，张肖编

剧、导演的“小有剧团”首部戏剧《小岛上的英

台》在北京国话先锋智慧剧场首演。该剧取

材于中国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将故

事设置在一座远离都市喧嚣的小岛上，对经

典进行了新的艺术解读，以现代女性的视角

切入，引发观众对古典名著、东方哲学产生新

的思考。

该剧从英台要嫁给文才之际切入，用电

影蒙太奇般的手法，梦境式回溯她与山伯的

相遇、与银心的交流、与宋老师的哲理对话。

张肖试图发掘人物的“孤独时刻”，展现女性的

内心抉择与冲突，让身处婚恋、事业、家庭中的

现代女性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产生情感共

鸣。该剧大胆使用多媒体技术，以一种新鲜、

年轻的文艺气息给观众带来全新的审美体

验，也为“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东方古典爱

情故事注入了独特的文化意蕴。（艺 闻）

以抑郁症患者的情感世界和心路历程为题

材，由王甦编剧、郭蔡雪导演，武汉人民艺术剧院

创排出品的原创话剧《春山如笑》7月13日至16

日在京演出。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舞台

艺术创作资助项目、第八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

入围剧目，该剧直击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

惑，以独特的选题、艺术化的表达讲述了抑郁症

患者获得治愈的故事。

剧中，母亲离世、爱情受挫、职场失意与家人

的忽视，让曾经阳光的熊春樱患上了抑郁症，最

终她在朋友的关怀下开始积极接受治疗，从而获

得了心灵的治愈。该剧从社会现实出发，诠释了

亲情、友情、爱情的可贵，展现出乐观豁达的人

生态度。剧作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明。舞

台采用了赛博朋克风格的抽象设计，在浓重压

抑的色调下铺垫人物潜在的焦虑感。剧中还设

计了逼真灵动的木偶“黑狗”，以此作为抑郁症的

外化体现。

7月14日，该剧专家研讨会在中国国家话剧

院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从剧作的社会价值、艺术

价值等角度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认为，该剧表

现人生、人性，表现人们共同面对的社会和心理

问题，是对当代生活的一种现实性表达。剧作从

社会、生活和心理层面揭示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及

病症对患者的影响，运用各种视觉形象展现抑郁

症患者的苦痛和思考，内容既接地气、富有戏剧

特色，又能以悲悯的情怀给人勇气与希望。该剧

舞台语汇丰富，以歌舞、形体、道具等多种方式表

现了创作者对社会痛点的关注，凸显了艺术创作

的疗愈性。

（晓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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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乐耕艺术展呈现当代陶瓷艺术新气象

7月16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工

艺美术馆共同主办的“在传承中创造：造型·

表演·艺术场景——朱乐耕艺术展”在京开

幕。展览以实景、实物、图片、多媒体等多种

呈现形式展出了知名陶艺家朱乐耕的数件

新创艺术场景作品和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

具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通过沉浸式场景再

现和经典原作陈列，让观众真切感受“在传

承中创造、在创造中传承”这一主题。

本次展览分两个展区。第一展区展出

艺术场景系列作品《生命之盒》《花的三重

境》《莲之镜像》《花的精神》《荷·莲·韵》。作

品在新技术与新审美需求的碰撞中，富有创

造性地探索中国式场景艺术的现代表达，以

装置艺术为观众、艺术家提供可共同参与、

进入的场景空间，以富有想象力的“未来图

景”构建二者之间新的观演关系。第二展区

为文献展，展出了艺术家自上世纪80年代

以来每一阶段的代表性陶艺器皿、雕塑、绘

画等艺术作品，如《风筝》《苗家风情》《风》

《行空的天马》等，集中展现了其近40年陶

艺创作的成果，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现

代陶艺的发展历程。展览期间，承办方还组

织了“中国式的感官语言与空间表达”表演

工作坊、“中国式生活样式的空间表达”设计

工作坊、“中国式剧场民族志的空间表达”艺

术人类学工作坊，邀请业界知名学者、艺术

家、设计师等共同探讨交流。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10日。

（路斐斐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