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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蔡树农 3 月 1 日，中国

书法家协会书法教育工作会议在上海召

开，同时举行书法教育论坛，并启动“进入

草书”——全国第五届草书展云课堂。本

次活动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中

国书法家协会书法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书

法家协会、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华东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华艺术宫承办。中

国书协主席孙晓云，中国书协分党组书

记、驻会副主席李昕，中共上海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高韵斐，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

专职副主席夏煜静，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

记梅兵，上海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

席、秘书长沈文忠，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

主任王浩，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傲英，

中国书协副主席、草书委员会主任代跃等

出席开幕式，中国书协副主席顾亚龙、张

胜伟、张继、刘月卯线上出席会议。中国

书协第八届专委会书法教育工作者、上海

书法教育界代表及全国近百所院校书法

专业师生代表 2000 余人线上线下参会。

开幕式及书法教育论坛由中国书协副主

席、书法教育委员会主任潘善助主持。梅

兵致欢迎词。

华东师范大学秉承“持敬养正，师古

鉴今”的书法教学理念，坚持开放办学，开

设特色课程，强调创作与学术并重，创建

良好教风与学风，努力践行传统文化在书

法教育中的有效落地，持续服务校园美育

和社会美育发展。期待与会人员共研共

商，发出新时代书法教育的强音，共同为

推进中国书法教育发展、为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做出贡献。王浩

在致辞中提到，上海有着红色文化、海派

文化、江南文化的土壤，曾孕育了一大批

影响当代的艺术大师，在艺术教育方面底

蕴深厚。会议代表齐聚上海，共同探讨中

国书法教育的发展大计，推动这门古老的

艺术在学校教育和美育中创新发展。会

议在推动大中小学书法教育一体化方面

作出有益探索，也将对培养高素质的书法

教师队伍、推动书法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

展起到积极作用。市教委将加强教育部

门与书协的沟通联动，为提升民族文化自

信、传播大众美育、培养书法新人共同努

力，做出新的成绩。夏煜静在致辞中表

示，近年来，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全

国青少年书法工作论坛、全国第三届册页

书法作品展、全国第五届草书作品展览相

继在上海成功举办，推动上海书法事业繁

荣发展。希望通过本次会议的召开，推动

上海书法教育，特别是高等书法教育的发

展，积极搭建引才育才、资源共享、合作共

赢的书法人才培育平台，在书法篆刻学科

建设、专业人才培养领域持续深耕。孙晓

云在致辞中表示，书法教育的任务是加强

学科建设，提高书法美育功能，推动书法

文化传承，增进文化自信自强，培养新时

代高素质书法人才，为中国书法事业可持

续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新时代，高等书法

教育发展迅速，基础教育与社会教育不断

巩固。在全体书法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

力下，高等书法教育、基础书法教育、社会

书法教育取得新发展，为培养更多专业书

法工作者，为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激发书法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奠定了坚

实基础。开幕式现场发布了书法教育委

员会发起拟定的《推进新时代高素质书法

人才培养的倡议书》。

沈文忠、王浩、周傲英及上海市书协主

席丁申阳，书法教育委员会沈浩、张索、于

唯德、张其凤、虞晓勇等上台见证。

孙晓云、李昕、高韵斐、夏煜静、梅

兵、代跃共同为书法教育论坛暨“进入

草 书 ”—— 全 国 第 五 届 草 书 展 云 课 堂

启幕。

随后举行了书法教育论坛。李昕在

讲话中谈到，召开书法教育工作会议研

讨高素质人才培养，是协会加强专委会

建设的既定要求。要强化课程建设，陶

铸新时代书法教育培根铸魂底色，挖掘

书法艺术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

规范，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把握传统文

化的现代呈现，创新红色基因的时代表

达，不断激活书法的历史价值，把书法课

程建设成为引导学生思想情感、精神追

求、道德观念、行为方式的金课；要强化

学科建设，打造高素质书法人才守正创

新成色，尊重学科建设、艺术发展和人才

培养规律，统筹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

程建设、教材建设以及师资队伍建设等，

探索建立符合艺术学门类通则、遵循中

国书法发展规律的书法学科体系，体现

以植根深厚传统为依托、以时代精神为

内核、以学术提升和艺术创造为天职、以

社会美育为担当的培养理念，全面提高

艺术审美素养和创造能力；要强化行业

建设，发挥一盘棋行业格局凝心聚力特

色，依托协会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联动

高校及行业相关机构，聚焦专业属性和

实践属性，贯通衔接专业建设链、人才发

展链、行业创新链，形成资源共享、机制

共建、人才共育内在良性循环的有机学

术生态群落，以协同成效推动行业团结

奋斗，提高社会创新活力，形成风清气正

的行业风气和山清水秀的行业生态。

论坛上，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副主

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学院副

院长徐海就书法学科建设与专业人才培

养发言，指出高校书法专业要明确学科

定位，明确专业学位要求，以创新思维探

索培养人才模式；强化专业学位指标评

向，提炼学科研究方法论，在“新文科”

“新艺科”背景下，把小教育变成大教育，

加强书法学科的文化阐释与社会服务。

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

学院副院长沈浩结合中国美院 60 余年专

业发展，认为书法专业的发展方向要加

强学理研究凸现书法教育培根铸魂，重

视教学方法践行书法艺术教育立德树

人，以中国书法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

文化传播力。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秘书

长、北京师范大学书法系主任虞晓勇在

发言中认为“美术与书法”专业学位建设

侧重于培养应用型、职业性人才，培养能

教、能书、能研的专门型书法教育人才，

是未来师范院校书法学科的发展方向。

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郑州大学书

法学院副院长李逸峰提出学科建设需要

合理设置学科框架,学科建设需要项目引

领,并加强基地平台建设，旨在培养专业

能力突出、综合素质良好的文化传承人

才，要在教学中，完善课程体系，强化专

业技能，夯实综合素养，体现综合类大学

特点。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西

安工业大学中国书法学院于唯德就全国

高校书法本科专业现状、普通高校书法

本科专业定位、普通高校书法本科专业

发展与书法本科专业建设举措谈了个人

看法。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华

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系主任张索就

书法篆刻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与对

策分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教学经验，明

确培养目标，优化课程设置，树立良好学

风、教风，倡导日常书写，关注文本原创

适应社会需求，培养高质量、全方位的书

法综合型人才。

书法教育分论坛围绕书法学科的历

史回顾与反思、书法教育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书法教育的社会责任与发展三个

主题分组展开讨论。虞晓勇主持分论坛

总结会，张其凤、刘宗超、金丹三位分论

坛主持人代表各组交流发言，潘善助作

学术总结，中国书协专委会委员结合高

校工作实践及近年来书法事业发展形

势，回顾了数十年来书法学科教育的丰

硕成果，探讨了在新的历史机遇下书法

教育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形成了推

动高素质书法人才培养的共识，勾勒出

未来高质量书法教育发展的方向和路

径，取得了积极成果。

向着希望前行
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教育工作会议在上海举办

本报讯 操应旺 大开通 2023·张爱国

书法作品展3月12日将在深圳大学博物馆

开展，中国美院博士生导师王冬龄担任学

术主持，展览由深圳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中

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现代

书法研究中心主办。

这个展览呈现的是一位当代书家对

近两千年前一片摩崖碑刻的经年累月的研

习。张爱国与《大开通》结缘始自 20 年

前。20年来，他一往情深、反复揣摩，尝试

着与这件汉碑做一场远迈千年的隔空响应

与唱和酬答。张爱国从《大开通》中收获

的，除了灵动错综的书写空间和自由的秩

序，还有一种“字法”。对于现代书法创作

来说，字法不只是结体，它更加本质。《大开

通》隶书中参入篆意，结字简阔高古、外紧

内松，通篇舒朗明豁，找到了打开“现代书

法”大门的钥匙。张爱国现为中国美术学

院书法系副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西泠印社社员，杭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大开通2023·张爱国书法作品展

会议现场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