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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升级，是多年的呼吁

此次看到的征求意见稿中，书法

和美术合并为一级学科，是众人为之

努力的结果。

在 2019 年 5 月 30 日全国政协第

二次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上，“加强

书法学科建设”成为焦点。该提案是

由全国政协委员陈洪武等在当年两

会提出的，经全国政协主席会议确

定，列为当年 40 个重点提案之一，并

确定列为 7 个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

之一。

其实，早在 2018 年的全国两会

上，陈洪武等多位委员提交了《关于

设置书法学为一级学科的提案》，指

出目前书法学科定位已经不适应新

时代传承与发展优秀文化的现状。

2019 年两会期间，陈洪武提交了《关

于书法学升格为一级学科的提案》，

再次呼吁书法学科建设问题。2020
年的两会期间，陈洪武接受记者电话

采访时表示，他将在会上从国家文化

安全和中国特色学科建设两个角度，

再次阐述“将书法提升为一级学科”

的意义，“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现

行的学科设置采用书法隶属美术的

模式，学科建设依赖与效仿美术学，

从招生、教学到就业，多套用美术学

模式来培养、使用书法人才，导致所

培养的人才没有体现书法自身的专

业特色，也没有达到严格意义上书法

人才培养与使用的要求。”

中国书协原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苏士澍，全国政协委员宋华平，著名

书法张海等也都为书法学科建设积

极呼吁。

呼吁将书法升级为一级学科，一

方面是学科建设的考虑，另一方面则

是现实的需求。

苏士澍在 2019 年的全国政协第

二次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上就表示，

“目前我国高校书法学本科生大多归

属于美术学，硕士、博士挂靠于文学、

美术学、历史文献学等。书法学科在

招生方式、考试内容、教学内容、课程

体系建设，乃至学生毕业等方面，都

会受制于其他学科理论与研究体系，

无法专注于书法学的研究。”

据统计，2021 年全国已有 200 余

所高校招收书法专业学生，有近 150
所高校开设书法学本科专业，80余所

高校招收书法专业硕士，中国艺术研

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

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浙江大学、

吉林大学、四川大学等20余所院校招

收书法博士生授予博士学位。中国

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一

撰文表示，今天的书法学科，已得到

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普遍

认同。众多高校在书法人才培养上，

有着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经过较长

时间的探索，在培养书法人才上已积

累了一些经验，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

课程体系。且当下社会对书法学科

培养的人才有较稳定和一定规模的

需求。

是压力，更是动力

中国高等书法教育自 1963 年成

立以来，即将迎来60周年。而自上个

世纪七十年代末浙江美术学院组建

我国第一个书法硕士点并正式招收

研究生以来，书法研究生教育也走过

了40多年的历程。

在2011年版的《学位授予和人才

培养学科目录》中，“艺术学”开始从

“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我国学科中

的第十三个学科门类。曾属于二级

学科的“美术学”升级为“艺术学”门类

下的一级学科，“书法”则从属于“美术

学”，被列为二级学科。

在 10 年后，我们看到，征求意见

稿中，将书法和美术合并为一级学

科，从属到并列，有着“质”的飞跃。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浙江省书

协副主席沈浩表示，书法学升格，与

美术合为一级学科，于书法教育工作

者而言必然是喜讯。中国文联副主

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

在接受《艺术市场》杂志采访时表示：

“就我个人的学术生涯而言，如果站

在研究书法学学科的学者立场上，我

肯定希望书法学能尽快成为一级学

科。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们40年来

为之奋斗的目标。”

欣喜之余，压力随着而来。“我们

也不希望仅仅是因为政策的倾斜让

书法占了便宜，而是真正货真价实地

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取。目前看来，

如果我们的准备不足，只是一味狂

欢，那就会有这种嫌疑。这恰恰是我

现在面对狂欢氛围比较忧虑的：升级

对于我们的学术意味着什么？对我

们自己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是更大

的压力，意味着更新更高的挑战。而

现在，则是小学生交不出合格作业的

那种窘迫和局促不安。”陈振濂表示。

“书法何以与当下的美术并驾齐

驱？今天的美术包含绘画、雕塑、中

国画、美术学、跨媒体艺术、实验艺术

漫画等专业，是横跨中西、兼顾传统

与当代的艺术，仅绘画还能分油画、

版画、壁画、水彩等各个画种。而书

法究竟能以怎样一个相同逻辑或者

相似的学科内涵与今天的美术相并

列，我们似乎还很难找到答案。”这是

沈浩在思考的问题。

学科建设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工

程，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二级学科的设

立。当然，具体如何设置，还要专家们

集思广益，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现实意义在哪里

“一方面，伟大的时代需要专业

的拔尖人才，书法专业拔尖人才离不

开专业的教育培养和系统的训练。

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更需要普及书法

教育的人才，尤其是需要专业精通的

中小学书法教师。”李一表示。

“书法成为一级学科”，功利一些

说，有着非常多的“好处”：如有更多学

校可以成立书法学院，拥有更多的自

主权；书法领域可继续细分二级学

科，发挥每个细分领域的优势；社会

科学基金等项目将会有更大的倾斜；

对 书 法 生 来 说 ，各 方 面 的 机 会 更

多了。

这些年来，教育部积极推进在中

小学开展书法教育，但师资一直以来

是困扰。

在此前美术报的一个小调查中，

书法专业的学生毕业后，33%的人在

学校（包括中小学及高校）中任教，

35%的人选择办培训机构或者是在培

训机构中任教，8%毕业生进入了与艺

术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包括画院、博

物馆、美术馆、报社等），剩下进入到私

人企业、成为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其

他。虽然有1/3的毕业生进入到了学

校任教，但人数还是远远不够。

首先，因学科归属问题，综合类

大学一般二级学科不能成立独立学

院，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科的招

生数量，并直接导致了中小学书法教

师师资力量薄弱。其次，由于书法的

学科设置，书法教师以美术、语文、历

史等学科进行资格考试，书法教师职

称评聘也要以美术专业评聘，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中小学书法教育的开

展。且学校的艺术教师编制本就不

多，大部分学校招老师多考虑美术为

主，以至于书法老师在学校里流动性

很强，专业毕业生们不愿去学校任

教，去了也往往留不住人。此外，评

定职称和专业教师资格证以美术为

主，这为书法老师的晋升之路增添了

难度。

在2021年版“学科专业设置征求

意见稿”中，“美术与书法”并列成为一

级学科，但也有专家表示担心，对教

师资格证考试、招聘考试、职称评定

等来说，是否会和之前书法为美术学

下 的 二 级 学 科 一 样 ，陷 于 尴 尬 的

境地。

升级为一级学科之后，书法的职

称制度是否会相应出台，中小学的书

法 教 师 编 制 是 否 会 增 加 ，我 们 期

待着。

同时，我们相信今后书法专业的

学生面对的出路会更广阔一点，限制

会更少一些。

书法学科拟升级

，﹃大家

﹄
有话说

■

本报记者

俞越

近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在网上有关于书法学科建设的讨论。这缘起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

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经过新一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面向各省市学位委征求意见。相比目前使用的2018年学科专业

目录，新版目录中，法医学有了一级学科，目录同时明确了交叉学科的一级学科。新目录与原目录相比，授予学位的学科门类增加到14

个。这其中，最抓人眼球的，当属书法和美术合并为一级学科。在上一版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中，“美术

学”是一级学科，“书法学”是其二级学科。当然，目前大家看到的新版目录还只是一个意见征求稿，不是定论，但在圈子里还是引发了

众多的关注和讨论。

从“研考国家线发布，艺术类位居学科第二”，到美院考试“反套路”，美术报一直关注艺术教育话题。

本期，美术报关注书法学科建设这一话题。

“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观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