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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学科拟升级，“大家”有话说

关于书法学科的升级问题，见

仁见智，媒体上已经讨论了一段时

间。这里暂且只说其有没有用。有

一种观点认为：书法学科升级，将会

促进书法大发展，书法艺术将迎来

全面复兴的曙光。笔者认为，这种

观点回避了书法艺术与实用渐行渐

远的事实和越来越走向小众和文化

遗产化的趋势，显然是过度乐观了，

恐怕不利于书法的健康发展。

书法学科升级对书法发展有没

有用，我们可以从书法艺术的各类

参与者的角度来做个简单分析。

首先，学科升级，对理论研究者

肯定有用，但是作用有限。从书法

理论研究层面来说，学科升级，对学

术、学者、高校师生和理论工作者而

言，其具体的影响，短期看，大约是

多了一批论文发表的机会、多了一

些教职设置、多了一些职称评审的

空间；中长期看，多了一些学生报

考，多了几个博士点、硕士点而已。

在一时的新闻新鲜度过后，一切依

然会归于日常。以教职的增长来消

化学生的增长，显然是不现实的。

并且，高校的理论研究活动，多是象

牙塔内事，对社会的影响、对书法创

作的影响恐怕相当有限。

对书法理论研究本身来说，学

科升不升级的象征意义也远大于

其实际意义。在书法不是一级学

科的年代，书法理论研究从未止

息。中国古来的书论篇章、历史文

献早已汗牛充栋，无论书法是不是

一级学科，都不影响这些论著默默

展现其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而

在当代学术语境下展开对书法的

理论研究，用现代学术话语把传统

书论中能说清楚的部分重新说清

楚，并且着力提升理论的科学性、

体系性、创新性，进而实现由理论

指导事件的可验证性、可操作性，

是当代书法理论研究中最有价值

的部分，也是最有可能将书法技法

研究在古人基础上向前继续推进

一步的。在这方面，邱振中、沃兴

华诸先生已经在早先的研究中做

了卓有成效的开拓，基本构筑起了

基 本 的 当 代 书 法 理 论 体 系 的 框

架。而这些成绩的取得，完全依赖

于少数顶尖学者的突破与创新，并

不依赖于学科等级属于一级、二

级。当然，未来，这方面的研究仍

可期待继续升级。后续的研究，依

然是依赖于沉潜于学术的少数关

键研究者的贡献，同样和学科本身

的等级无关。

对各级书法家协会、书法家、广

大书法爱好者来说，学科升级除了

成为一时的谈资，对他们看不出有

多大影响。而对书法艺术本身而

言，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过：

“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

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书法本

来就是历史变迁中一件小到不能再

小的事情，是“无用之用”的小众艺

术之一而已。

至于要真想促进书法的发展，

我以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书

法学科的升级，而是大众书法审美

水平的升级。

毋庸讳言，“书法”的进入和评价

门槛之低，是书法圈群魔乱舞、众声

喧哗、乱象频出的一大原因。由于缺

乏书法审美与欣赏的通识教育，大部

分中国人在书法这件事显示出一种

盲目的自信。在传统艺术各门类中，

大众唯独对书法形成了“书法没门

槛，是中国人都懂”的认识。大众的

大多关注点只是局限于书写者书写

过程的挥洒自如和作品的龙飞凤舞

而已。这个时代对书法审美和评价

的缺失，造成了对书法进入门槛的误

解；而书法门槛的进入之低，又进一

步强化了社会大众对书法审美的无

知之下的自信。因此，当代书法发展

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书法审美欣赏的

大众通识教育问题。

而要使大众书法审美水平升

级，先要使在社会上比较活跃的名

人书法的审美水平要升级。

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的大家，

实际上都同时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甚至是政界要员、文坛领袖、文化大

家，其门槛之高，有着广泛的共识。

即使当时普通士人的书法，虽曾有

台阁体、馆阁体之嫌，但基础技法总

是大体过关的。当然，古代也有所

谓名人书法。这些人或名标青史，

或名动一时，或以学者身份而不以

书家名世。他们书法可能达不到那

些列名史的书家的艺术高度，但在

日常书写的长期熏陶下，其书作也

自有其可取之处，可以帮助人们“以

书观人”、展现其个人的精神风貌。

而要使大众书法审美水平升

级，归根结底是当前中小学的书法

教育水平要升级。

当前中小学的书法教育现状

是非常堪忧的，师资的匮乏是最大

的问题。由于缺乏书法专业教师，

书 法 课 多 由 语 文 或 美 术 老 师 来

上。老师并不真懂书法，给学生展

示的传统书法作品也只能局限于

教育部门推荐的颜柳欧赵等少数

名家的作品。其内容单薄、解说浮

泛，既不能开拓学生的审美眼光，

也 不 能 帮 助 学 生 理 解 书 法 的 本

质。至于考试试卷中关于书法的

题目中常常出现的“老干体”“江湖

体”的作品，更是展示了出题人对

书法的隔膜。所有这些，都极让人

担心，就算是书法走进课堂这个活

动可以推行，走进课堂的到底是李

逵还是李鬼还不得而知。这方面，

倒真是需要中国书协、高校和各级

教育部门协调配合，从着力改善中

小学书法教育现状做起，久久为

功，才能逐步提升全社会的书法欣

赏和审美水平。

如何真正促进书法在现代社会

的发展，是一件包括了实用基础、社

会环境、政府倡导、经济引导、人才

汇集、艺术批评等各方面工作的综

合工程，很有意义，也很不容易。

学科升级就能促进书法大发展吗
■冯华（河南省书协理事）

书法学升级为一级学科，近来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

圈内圈外的许多人都给与了高度赞同。具有悠久历史和

独特魅力的书法艺术，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名副其实

的中国人的一门“国艺”，这是众所周知、也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因此，书法学成为一级学科是众望所归，理所应当，

国之艺理应成为国之学，这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大背

景下建设文化强国的的必然要求和文化繁荣的必然结果，

是文化自信的高度体现，也是书法艺术发展符合其自身历

史逻辑的合理走向。

书法成为专门之学的历史由来已久。从周代的六艺

之教到东汉的鸿都门学，从隋唐兴起的科举制到近现代高

等教育，书学在其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不可或缺的

重要内容，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在整体教育中的地位

时有沉浮，但由于其在我国传统文化及人才培养中的基础

性和普遍性作用，哪怕是在受外来文化和西方教育模式冲

击最为严重的近现代，书学也没有完全衰歇。历史的事实

告诉我们，书学的命运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是一致的，并且

书学也将成为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和国运昌盛的重要标志。

更重要的是，从秦汉以来，书法早就被中国人视为一

门艺术，一直都在国人心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

实，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古人重道轻技、重文轻艺，对艺

术往往采取的是一种轻慢和忽视的态度，这从许多优秀的

艺术家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就可以看出古代艺术的地位，

比如，我们现在还能知晓的古代建筑家、雕塑家、音乐家、

舞蹈家等艺术家的名字寥寥无几。然而，就是在艺术长期

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的环境中，书法却在各门艺术中独受青

睐，从历代帝王对书法的偏爱和重视就能清楚地说明这一

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其它艺术门类相比，书法在中国

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中是被视为第一艺术的。

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我们丧失了理

性看待自己文化的态度，甚至有些激进的学者当年不仅贬

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否认书法是一门艺术。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今天，民族复兴大业方兴未

艾，传统文化迎来了新的春天，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书法

艺术同样焕发出新的生机。近年来，在大力弘扬传统文

化、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时代大背景下，高校书法教育迅猛

发展，据统计，全国开办书法专业的高校已经有一百多所，

学科基础日益坚牢，学科建设日趋完善，专业体系日臻完

备。不仅书法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以

传统和经典为主流的当代书风呈现多元化、开放化的良好

格局，而且在作为学科重要支撑的理论研究方面也硕果累

累，众多书法学人和高校书法教师孜孜不倦，认真探索书

法学的教学规律，重视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积极构建面向

新时代的教学模式和现代化教学体系。尤其是在课程体

系建设上各校之间不断形成大的共识，形成了很多好的经

验，如教材编写方面能够积极合作，加强教材的针对性、特

色性和前瞻性；教学环节上，体现“技道”并重、艺文兼修，

强化书法技能训练的同时，注重人才综合素养的提升；培

养人才的目标上，也更加重视文化内涵的培养和全面素养

的提高；学科之间，更强调不仅要继承优秀传统，丰富传统

技法，也注重艺术之间的相辅相成、共济共生，吸收各种艺

术形式的优点。同时，大多高校书法教师都积极深入挖掘

传统书法遗存和资源，重视书法文化资源与教育教学的有

机融合，重视以自我理论素养的提升来促进专业人才的培

养。总体看，当前各高校的书法专业正根据社会发展要求和

自身规律，已初步探索出一条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正确途径。

可以说，在形势日新月异的今天，书法学升级为一级

学科，是顺应时代潮流、顺应国情人心、顺应文化强国的战

略性举措，必将从根本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实现

大发展、大繁荣。我们相信，书法艺术的明天也一定会更

加灿烂！

书法学理应
升级为一级学科
■顾涛（洛阳师范学院）

第二届“浙江省新人书法篆刻作品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