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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报：您是浙江省文联关于浙江书法院
筹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请介绍一下筹建情况。

赵雁君：古今浙江，书法鼎盛。浙江历代书法源远

流长，可谓是名家璀璨，帖学碑学，代有高峰，俨然成为

中国书法重镇。当代浙江书坛，接续古贤，守正创新，勇

于开拓，在人才培养、精品创作、书学研究等领域成就卓

著，深受海内外所瞩目。因此，浙江成立书法院具有得

天独厚的历史资源优势与当代发展基础。

浙江省文联筹建浙江书法院，是中央文化改革

方向使然，是省文联发挥自身优势打造新时代文化

艺术标识的职责使然，也是浙江广大书法家和书法

工作者的期望意愿使然。浙江省文联现有浙江画

院、浙江省油画院两个专业创作研究机构，具备比较

成熟的管理模式和运营机制；浙江省书协有集中国

美院、西泠印社等专业院社在内的国家级会员 1189
人，这为浙江书法院成立奠定了良好的运行基础和

人才基础。在此基础上，省文联充分发挥现有专业

机构管理优势与专业协会人才优势，筑“巢”引凤，有

效整合凝聚浙江乃至国内外浙江籍书法名家力量，

振兴全国书法重镇。这个“巢”，就是浙江书法院。

因此，由浙江省文联负责建设浙江书法院，有利于构

建浙江书画综合专业平台，推动国画、油画、书法齐

头并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浙江美术书法

在全国的整体地位和影响力。

成立浙江书法院是浙江书法界乃至全省文艺界的

热切期盼。近几年，文化艺术界的省政协委员屡次提出

创建浙江书法院的相关提案。一些著名老书法家也建

言省委领导，希望创建浙江书法院，引起省委领导的高

度关注与重视。2020年9月，袁家军书记在浙江文化研

究工程实施 15 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推进浙江书

法艺术传承创新，建设浙江书法院”；在省第九次文代会

上又强调，要“建好浙江文学馆、省油画院、浙江书法院

等浙江文艺地标，不断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

艺术价值”。2021年，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责任分

解方案的通知》（浙委办〔2021〕35号），第95条明确提出

“省文联创建浙江书法院”。

为贯彻落实袁书记指示精神，回应浙江书法界、文

艺界的呼声，2020年，省文联向省委宣传部递交筹建浙

江书法院可行性方案的报告；2021年初，省委宣传部明

确由省文联负责浙江书法院建设方案的研究制定和具

体实施。省文联党组迅速组织开展深入调研，学习全

国具有建制的省级书法院的先进经验，充分听取浙江

知名老书家意见建议，制定了浙江书法院筹建方案。

同时，成立由省文联党组主要领导负总责的浙江书法

院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就浙江书法院的机

构性质、编制、职能定位、岗位设置、运行机制、工作场

地、资金保障等方面与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协商。最

终，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省委宣传部的精心指

导、省委编办和省财政厅的关心支持下，浙江书法院顺

利成立。

美术报：浙江书法院成立，得到了社会广泛
关注。请问浙江书法院的办院目标是什么？

赵雁君：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要在现代化先行

中实现文化先行。”先行，是时代的重托、使命的召唤，也

是浙江书法界的一贯追求。浙江书法院将准确把握新

时代新征程历史方位，以新的起点、新的姿态，聚焦窗口

高峰的目标定位，深入挖掘发挥浙江作为中国书法重镇

的资源优势，从国际视野、全国高度、全省大局出发，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

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团结凝聚书

法英才，以精品创作、理论研究为立足点，着力打造浙江

书法艺术创作高地、学术高地、人才高地，推动构建浙江

书法新发展格局，擦亮“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书法“金

名片”，努力把浙江书法院打造成为浙江的重要文化艺

术标识、浙江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品载体，为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

高水平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贡献力量。

美术报：浙江书法院作为一个专业创作研
究机构，其主要职能有哪些？工作任务是什么？

赵雁君：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抓研究就是抓创新，

谋创作研究就是谋浙江书法未来。浙江书法院将坚持

对标最前列，致力于打造集精品创作、学术研究、名家培

养、展示交流、艺术典藏等五大功能于一体的专业平台，

注重发挥自身的优势，促进浙江与全国书法界的交流与

对话，繁荣发展浙江书法艺术；注重整合浙江书法创作

学术力量，团结凝聚浙江书法界名家精英，推动浙江书

法创作理论研究，着力为浙江书法发展提供高端、全面、

系统的专业服务与学术支持。未来，浙江书法院将围绕

五个职能开展工作。

1.精品创作。系统梳理浙江书法脉络，遵循书法创

作规律，坚持守正创新，以专题形式组织开展浙江乃至

全国书法名家主题精品创作，推出为时代画像、为人民

立传的扛鼎之作，再创浙江书法艺术新高峰。

2.学术研究。深入挖掘浙江书法历史资源学术脉

络，开展书法理论系统研究，形成高质量书法理论研究

成果。坚持学术高端、艺术至上、兼容并蓄，筹办书法学

术刊物，开展常态化学术研讨交流活动，打造中国书法

学术研究中心、浙江地域书法文献中心。

3.名家培养。充分发挥名家示范引领作用，联合浙

江大学、中国美院、西泠印社等，协同省书法家协会建立

立足长远、科学有效的书法拔尖人才培养机制，制定实

施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培育浙江书法高端创作群体。

4.展示交流。充分利用浙江历史文化优势，打造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浙江书法展览品牌，举办国际国内书法

名家展览，扩大浙江书法影响力；积极组织浙江书法名

家走出去，开展多种形式的海内外书法交流活动，向世

界传播中国书法文化，讲好浙江故事。

5.艺术典藏。以浙江书法发展史为脉络，收藏历代

相关书法文献资料与当代书法精品。做好全省书法资

源普查工作，建立浙江书法文献数据库，建成宏观展现

浙江乃至全国书法发展史的数据中心。

美术报：浙江书法院是如何架构的？以什
么样的运作方式开展工作？

赵雁君：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

调整浙江书法院事业编制的通知》精神，浙江书法院牌

子加挂于浙江画院，核增事业编制12名，用于加强浙江

书法艺术的传承创新。为此，省文联党组按照省编委提

出的“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积极谋划机构编制和运行

管理模式，将浙江书法院打造成高端专业学术研究的社

会服务平台。

浙江书法院将秉承“名家立院”的工作理念，采取专

职与特聘合一的架构模式，采用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与

社会专业机构的协同协作运行相结合的模式开展工

作。一方面，积极引进专职研究员负责浙江书法院日常

运行以及创作研究等项目的实施；另一方面，打破编制

限制，聘请国内外在书法篆刻创作方面具有突出成就和

学术领域卓有建树的浙江（浙江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

担任顾问和特聘研究员，共同参与浙江书法院重大创作

项目、研究课题与精英人才培养工作的策划实施。同

时，借势借力，借助中国书协、中国美院、西泠印社、省书

协等专业机构力量，通过务实高效的管理体系，实现重

大主题精品创作工程、重点学术研究课题、重点品牌活

动打造、精英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联动协同，共同打造国

际国内书法篆刻名家交流、精品展览、人才培养和学术

研究平台。

孙晓云（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题贺作品

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 96×55cm

11月的第一天，浙江艺术界甚至文艺界期盼已久的书法院，正式揭牌成立了。

为什么要成立书法院？院内是如何架构的？成立后的书法院的主要职能和工作任务是什么？

带着这些疑问，本报专访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书协主席、浙江书法院院委会主任赵雁君，请他

为大家一一解答。

新征程·新起点·新高峰
——本报专访浙江书法院院委会主任赵雁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