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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和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是

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

财富。近年来，随着教育部对书法的重视，

从“书法进课堂”到书法与美术并列进入一

级学科等政策引导以及社会对书法艺术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原本小众的书法美学正

向大众的书法美育进阶，成为民众精神生

活的新附着点。

从“书法美育”理念的提出，到《书法美

育学刊》的正式出版，不禁让我们好奇，“书

法美育”是什么？想要做什么？对此，美术

报专访《书法美育学刊》主编、中国文联副

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全国“蒲

公英计划”教育联盟主席陈振濂，请他为我

们答疑解惑。

“书法美育”理念的诞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振濂表示，书法

美育是一个基础性命题，是一个审美基础

命题，又是一个全民族“美育”的命题。

其实，“书法美育”概念的提出，不是一

拍脑袋就想出来的，是有着广泛的基础。

40 年来，陈振濂一直投身于书法创作、书

法理论、书法教育工作，撰写了多部相关著

作和论文，推动书法美育的普及与深入。

2012 年，由陈振濂和《浙江日报》、美

术报联合发起的全国书法教师“蒲公英计

划”，可以说是其“书法美育”探索的初始阶

段，为“书法美育”理念的正式提出打下了

坚实基础。

“蒲公英计划”提出的“审美居先、爱上

书法”的崭新理念，颠覆了书法教学的一般

范式，使书法进课堂、进校园、进家园变得

轻松起来、快乐起来又自觉起来、有活力起

来，为中国书法的传播与普及找到了一条

便捷的路径。

2018 年，“蒲公英计划”成功入选“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并且成为第一个艺术

项目。“审美居先”的“蒲公英计划”既在中

小学课堂提倡“美育”思维，又在社会基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以成年人学习汉字书

法而定位于“美育”，每一个社会人，无论

男女老少、士农工商，都可以选择通过学习

书法滋养生活的“美育”。

2020年初，陈振濂专著《书法美育》出

版，“书法美育”概念随之提出，在书法界引

起了巨大反响。2021 年，《书法美育的思

想启蒙》《书法美育的经典图释》作为书法

美育的学理与图像篇，应运而生。再到现

如今《书法美育学刊》（以下简称《学刊》）的

发布。可以说，《学刊》不仅是对书法美育

第一代成果的全面评估，成为推广书法美

育的崭新公共学科平台，更是书法美育研

究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学刊》要做什么？

翻看《学刊》，其栏目设置为：专题研

究、百家笔谈、研究生论坛、旧文重刊、经典

回溯五个部分，收录全国各地书法学、美

学、教育学等专家学者、博士硕士研究生的

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书法美育”进行探讨。

据了解，栏目的设置中，“专题研究”是

针对书法美育中重大命题来进行研究，也包

含今后书法领域所要讨论的范围；“百家笔

谈”是让专家学者根据一定的命题，随性所

发，不设限制，可以是千余字的短文；“研究

生论坛”面向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希望

他们可以跟进“书法美育”理念，对“书法美

育”的发展，奠定一个庞大的基础；“旧文重

刊”是将虽然发表过，但仍具有指导意义的

论文重新刊发；“经典回溯”则是此前与美育

相关、涉及书法研究的内容进行刊发。

“栏目会随着‘书法美育’的发展慢慢

有所增减，可能还会有新书介绍、成果统

计、新观点的提炼等栏目。”陈振濂表示，在

国内，每个专业领域都会有自己的学刊，例

如敦煌学刊、甲骨文学刊、古文字研究学刊

等，前几年他和他团队的探索，其实已搭建

起书法美育研究的骨架，希望通过每年推

出1至2期的学刊，能吸引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如教育界、艺术界等对此感兴趣的专

家学者、青年学生共同探究书法美育，通过

《学刊》这个平台，为书法美育填充更多血

肉，使之变得更加丰满。

据了解，《书法美育学刊（第二辑）》也

即将面向全国征稿，陈振濂期待着能在观

点对碰中找到更多解法。经过几年的积

累，《学刊》能成为这个领域里面最重要的

一个权威的发声地，既可以为当代书法美

育的水平和高度定调，也为后来者留下一

份思想文献记录。

“书法美育”的未来

在采访中，陈振濂表示，大力提倡“书

法美育”，主要是要实现以下三大目标：一

是提高全社会的汉字书法“美育”水平，通

过建立书法审美，热爱汉字文化，树立文化

自信；二是改革书法学习中“技能唯一”的

应试教育惯性，强调每个个体应该拥有的

审美感知水平与审美认知能力；三是从书

法学习切入，了解并掌握五千年中华文明

史演进的轨迹，进入大历史。

“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步，越来越多

人习惯用键盘写字的当下，字都是打出来

的，甚至是语音输入的，整个社会应用变了

以后，我们要给书法美育新的定义，”在陈

振濂看来，仅凭字写得好不好来作为评判

标准，这是死标准，“当我们去欣赏戏剧、交

响乐，不一定非得自己会，我们要成为一个

观赏者、解释者、推广者；同理，书法美育就

是让更多人接受书法是一种审美学习，以

及学会欣赏、传播书法的美。”

对此，陈振濂也表示，书法美育不仅仅

是校园内的事情。“成年人不需要通过写字

来达到‘学文化’的目的，而是需要拥有对

汉字书法作为艺术美的热爱和体验领悟能

力。”在陈振濂看来，汉字之美上接文明、文

化、文史，又是以审美而不是功用的方式沉

浸在我们的日常起居和生活趣味中，帮助

我们每一个人增加学习的成就感和体现自

己聪明才智的幸福感。

“书法美育”这个时代新课题仍然还有

许多未解之谜，等待去解答。不对这些问

题作出可信的切合实际的解答，“书法美

育”只能是空中楼阁式的乌托邦，既不接地

气，又缺乏广泛操作的可行性。

那么，接下来书法美育研究可以从哪

些方面切入？陈振濂认为以下八个命题似

乎可以作为方向：1、书法美育与书法技能

教育，2、书法美育与书法家的目标，3、书法

美育与书法美学，4、书法美育与书法实践

体验，5、书法美育的“专业”门槛与大众普

及基础，6、书法美育与其他门类美育的互

通，7、书法美育与中国社会民众各阶层的

文化建设，8、书法美育的原创性：近代史与

现当代史。

本报讯 记者 俞越 2 月 27 日，《书法

美育学刊（第一辑）》首发式在杭州余杭举

行。本次活动由“蒲公英计划”教育联盟理

事会、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以及杭州市余

杭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杭

州市余杭区文化馆承办。

发布会上，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

社副社长兼秘书长、全国“蒲公英计划”教

育联盟主席陈振濂讲话，浙江日报报业集

团党委委员、工会主任、妇联主席张彤代浙

江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党委书记姜军致辞，

余杭区政协副主席傅丽华致欢迎辞。首

发式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管慧勇

主持并介绍《学刊》有关情况。陈振濂，张

彤，浙报艺术产业集团总经理、全国书法蒲

公英教育联盟理事长邓志林，傅丽华，杭州

市余杭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倪满芬为余杭区文化馆、五个镇街

孵化基地、馆校基地等代表赠送《学刊》。

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研究中心

副主任张公者，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

院长、教授顾平，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

院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吴慧平，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宗超分

别作主旨演讲。

《书法美育学刊（第一辑）》是陈振濂教

授以“书法美育”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进一步

尝试。分为专题研究、百家笔谈、研究生论

坛、旧文重刊、经典回溯五个部分，收录全

国各地书法学、美学、教育学等专家学者、

博硕士研究生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书法

美育”进行探讨。记者从首发式上了解到，

《书法美育学刊（第二辑）》即将面向全国征

稿。

美术报总编辑杨丽，全国各大院校院

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外聘专家等，以及

“蒲公英计划”教育联盟理事会成员、浙江

大学书法博、硕团队、宁波陈振濂文艺大师

工作室、陈振濂书学馆、浙江大学书法美育

馆（筹）、全国书法蒲公英教育联盟理事会

成员、西泠印社出版社宁波分社、沙孟海书

学院、颐斋书院代表、余杭区五个镇街孵化

基地分管领导、余杭区馆校基地代表等

100余人共同参与本次活动。

当天下午，举办《书法美育学刊》研讨

会，会议由张公者主持。众多书法教育专

家、学者以及一线教师齐聚一堂，各抒己

见，共同探讨书法美育的未来发展。

“书法美育”之问
——本报记者专访《学刊》主编陈振濂
■本报记者 俞越

中国书法美在哪？“书法美育”怎么做？

《书法美育学刊》首发仪式在杭举行

《书法美育学刊（第一辑）》《书法美育学刊（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