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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数码设备的广泛使用，终端文
字输入已成为信息时代人们文字交流的重要方
式，以手写为主的汉字传承日益面临着挑战，社
会各界不断呼吁重视书法教育。因此，提高学生
规范汉字书写水平、引导青少年热爱祖国文字和
书法艺术刻不容缓。本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书法艺术、提高书法爱好者的书法技能
和鉴赏能力，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于 2005 年开始
面向全市开展书法篆刻考级工作。十三年来，在
市文广局、市文联的监督指导下，在上海书协领
导班子的集体领导下，在上海信息技术学校及各
大考点的大力支持下，通过考级相关工作人员及

志愿者的辛勤努力，考级工作的各项制度和程序
不断完善，尤其是青少年书法考级更是赢得了考
生及家长的交口称赞。

上海书协考级遵循书法学习的规律，始终坚
持每年一次的考级频率，并根据考级简章规定，
要求考生逐级报考。自 2005 年举办以来，报考
人数随之逐年递增，已由最初的两千余名增长到
2018年的三万六千名。参加考级的学员从 4岁
到 64岁不等，其中还包括不少外籍人士。这些
十几岁的考生，尤其是报名参加少儿书法最高级
别——九级考试的考生，大部分学习书法的时间
都在六年以上，可以称得上是老书法爱好者了。

他们纷纷表示，一年一度的书法考级作为一种有
效的激励机制，能够督促他们不断进步，而在逐
级报考的考级制度引导下的系统学习不仅可以
提高他们的书法技艺和艺术鉴赏水平，更可以培
养和提升他们的观察力、专注力和坚持不懈的毅
力，为今后的学习、工作打下深厚的文化功底，形
成良好的性格和素养。

上海书协始终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严格按照规定开展报名、培训、考试、评卷
等各项工作，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各项考级
工作已形成了完备的操作规范。其中，考级大
纲经书法教育界专家集体研究后制定，旨在对

学生的学书技巧、技法，知识面等方面的掌握
情况进行全方位考察，引导学生通过考级进入
新的书法学习层面。九级考题每年 6 月 1 日在
考级指南及书协网站上公布，便于考生提前准
备；九级考题抽取工作则在考级当天进行，由
考生、家长共同监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考
级评审阶段，书协秉承严把质量关的宗旨，聘
请具有中、高级资质的书法家担任评委对各级
别考卷进行打分，其中九级试卷还特别邀请上
海书协主席团成员集中评审。为准确反映考
生的书法技能，考生成绩被分为合格、降级、升
级三档，其中合格一档又分为一般、好、较好三

种，并由评委会签署评定书。全部评审结束
后，协会及时地将考级成绩在网站上公布，方
便考生查询。

书法考级不仅为书法爱好者们提供了每年
一次检验学习成果的机会，还为书法教育的延续
搭建了有益平台——一系列与考级工作配套的
激励制度有效增强了书法爱好者坚持学习书法
的动力和决心。此外，为助推上海青少年书法事
业的蓬勃发展，上海书协青少年书法委员会还定
期举办“上海市青少年书法艺术奖”“青少年书
法篆刻大赛”等各类奖项赛事，为青少年可持续
的书法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上海书协考级工作助推书法艺术传承发展
唐晓聪

2018年 10月 20、21日，由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举办的书法等
级考试在本市 41个考级点同时开考。今年有三万六千人报名
参加书法等级考试。本次书法等级考试的主考点设在上海信息
技术学校，约一万二千多人参加两天的书法考级，占了整个考级
人数的三分之一。小编作为媒体观察员，赶去主考场，观察了本
次书法考级。

走入主考场的主干道，就可以看到主楼电子屏上显示有
“2018年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书法等级考试”。在各个道口，安放各
指示牌。各个区域都可以看到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上海书协
负责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也一早地来到了主考场，迎接前来考试
的考试和家长。

考场内，监考人员按照考级程序，核对准考证信息。开考铃
声一响，监考老师就将试卷发下。对于书法考试，监考人员用专
用图章在考生带来的宣纸上盖上考试信息章，并要求考生用笔填
好。在考场中，监考人员会帮助一些特别小的考生倒墨汁、铺毛
毡等，这也充分显示出考级的人性化。个别小考生不小心打翻了
墨汁，监考人员还会贴心地帮助擦拭和安慰。

本次书法考级专门在最大的考试区域设立了送考休息等候
区域。据了解，以往没有设立送考休息等候区，部分家长站在外
面比较累，天气也较冷。而今年家长可以坐在休息区域等候自己
的孩子。在这间能容纳三百多人的阶梯教室的等候区，进出的左
右两个门均拉了两条隔离带，并且在门口有志愿者维持出入口的
秩序。休息区还特别配置了医药箱，校医在一旁待命，应对紧急
情况。

考生结束考试，进入到离场隔离区域，工作人员用便携式扩
音器报考生的姓名，家长听到或看到后，立即接走自己的孩子。
这种模式，避免了人群拥挤而造成孩子走丢。

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的工作受到了广大考生和家长的认
可。由于在主考区考级人数众多，组织者安排了大约八十多名在
校学生作为志愿者。在考试前，考级办公室对这些志愿者们进行
了相应的培训。其中包括引导（地点的引导），礼仪（礼貌用语
言），考试用具提醒，考场须知，卫生培训，应急预案的处置。

考场安排表张贴在进入学校的走道两旁，由于考级人数众
多，许多考生和家长看不清，他们就询问红马甲志愿者。志愿者
们身上也带着一部手机，他们的手机把所有来主考场考试的信息
录入到手机中，只要询问者报考生名字和准考证号就能够立刻查
到考试教室，考试时间等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志愿者们引导考
生们到相应的考生区域。

小编采访了12名小考生，其中年龄最小的是8岁，最大的是
12岁。他们在考级结束后均表示心情放松。

大部分考生进行了考前突击。考级的前的一个星期里，他们
花费了不少时间在书法练习和背诵考试规定的诗，也可以说，他
们在考级前一个星期进行了考级前的突击。一些考生表示，他们
平时只在去学习书法时候写写毛笔字，平时很少去练习书法。仅
有两位学生表示，他们几乎每天花费一些时间练习毛笔字。

在问到学习书法的初衷时，回答亦是五花八门。有学生说，
由于她的好朋友都去学书法了，她也就跟着一起去学习。另有一
些考生说，是希望自己的字写得好一点去学习书法的。部分考生
认为，他们学书法的初衷，主要是顺利通过五年级的写字等级考
中的书法部分，字要写得过去。还有考生说，他们是希望继承和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用学习书法来陶冶
自己的情操。

对于为什么来参加书法等级考试，小考生们的回答更是多
样。有回答，通过书法考级，他更有动力学习书法，并且考级可以
检验自己书法学习效果；有考生回答，他是从幼儿园开始学习书
法，考级是检验自己学习是否有进步。有考生回答更加功利“因
为学了毛笔字，当然要有些成就”。更多的考生认为，他们要将书
法作为一种兴趣爱好，考级只是来检验一下自己的水平。通过书
法学习和考级，使自己的心能静下来。一些考生觉得，通过了考
级，仿佛很有仪式感地完成了一个小目标。

采访中，小考生们表示，假如他们能够通过这次考级，他们愿
意继续学习书法并且参加更高一级的书法考级。

本次采访了四名成人考生。其中两名是九零后，两名是八零后。报考五级、八
级考生各一名，六级考生两名。其中三人觉得自己能够顺利通过，而考八级的考生担
心自己不能通过。在问及为什么参加上海书协举办的考级，她们认为上海书协考级
比较专业，更加权威一些，考试也很正规，况且现在人在上海，就在上海报名了。成人
考生觉得考场秩序良好，引导标识比较清晰，也能方便地找到自己的考场。而问及学
习书法的初衷时，她们说，希望通过学习书法修身养性，提高审美，把字写得更漂亮一
些，同时书法也是她们的兴趣。

本次主考场邀请部分家长参观了考级现场。家长对此热烈响应。两批家长在
上海市书协考级办负责人郑振华的带领下，参观了考级现场。他们看到考级教室秩
序井然，没有孩子打翻墨汁，考生们专注地书写，这给家长莫大的鼓舞。郑老师也满
足了观察团家长和孩子在考场中合影的愿望。

家长观察团成员的采访中，他们对本次主考场安排，秩序，环境，志愿者的帮助表
示满意。采访中，他们认为自己孩子通过写字，激发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同
时也希望以考级作为一个目标，让自己的孩子完成人生中的一个个小目标而努力。
在问及学校开设书法课的问题上，家长们认为，学校应当承担起书法教育的任务。而
今50%以上的中小学没有开设书法课。而外面机构，书法教学质量良莠不齐。好的
书法老师不容易找到。

在问及家长是否陪着孩子写书法时候，52%的家长愿意陪着孩子练习毛笔字，
17%家长不会陪着孩子写毛笔字，31%的家长会不定期陪伴孩子写毛笔字。

一些家长也给考级提了一些意见，他们认为考级点在全市范围内还是偏少，
尤其在浦东地区，考级人数众多，但是考级点很少，一些家长带着孩子一早从浦东
赶到主考点，花费了很多时间。还有家长建议希望能够接受正规的考级培训，希
望书协能够开设针对书法考级培训班；有家长希望考试时现场发纸，避免作弊行
为；也有家长建议今后根据孩子报考地分配就近考点。也有家长希望考级点能够
设在方便停车的地方。

10月 20日至 21日，上海静安工人文化宫迎来了
2018年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书法篆刻艺术等级考试。自
2015年以来，静安工人文化宫已经连续四年作为静安分
考场，承担并顺利地完成了上海书协考级中心部署的任
务。今年，又有七百多名考生怀揣着对艺术学习的一种
不懈的追求，步入考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书法篆刻艺
术等级考试作为具有全国社会艺术等级资质的专项考
试，是上海书法教育培训的一项重点工作，也是检阅考
生学习书法篆刻艺术，衡量上海市书法教育培训普及
化、专业化的重要指标。由于考生人数众多，如何组织
协调考级的顺利进行，成为静安工人文化宫工作的重中
之重。为此，小编亲临现场，实地学习，考察了这次为期
两天的考级过程。

前期准备工作的充分决定了是否能顺利地完成任
务。静安工人文化宫考级负责人邵征人老师向我们介
绍，在考级中心下达通知后，文化宫会及时召开考前准
备工作会议，召集执勤工作人员、监考老师，通报各项事
宜。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每年的考级现场通知都有一些
变化，在制度不断完善合理的情况下，需要仔细阅读、学
习细则，充分领会考级精神。

当然，这两年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的信息化平台搭建工
作卓有成效。考生、家长可以通过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微信
公众号了解到考级的相关信息，同时，在领取准考证时，考
级通知书随之发放，通过仔细阅读通知书上的考级时间、
地点、考试需带的工具，考场地理交通等等信息，能帮助考
生提早准备，安全、绿色出行，顺利地参加考试。

考场的布置也格外重要。静安工人文化宫共有9间
宽敞的教室作为考场，除了确保教室的整洁之外，采光、
通风，桌子的摆放等等细节也不能忽视，每间教室还准
备了一些书法工具，以备不时之需。

为了使考生们安心、安静、安全地进行考级，必须尽
力打造好现场环境。考生在进入考场时，通过比对楼下
告示栏中的信息，可以根据准考证快速查阅到自己所属
的考场。然后，由引导老师带领，乘坐电梯直至考场，做
到“多而不乱”，而家长则被拒之于考场之外，在外静静
等候。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保证了考场的安全有
序，避免因为考生和考生家长过多而造成的混乱；另一

方面，安排学生自己按信息找考场，自己进入考场，自己
面对考级，将自主权还给考生，增强考生的自我管理能
力。

考级现场的监考老师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书法
专职教师担任。除了安排考场秩序，监督考场纪律外，
对于一些考场突发的情况，这些具有专业知识的监考老
师更能合理自如地做出应对措施。比如一些考生可能
会对考卷、考级内容、规则产生疑问，这时，监考老师的
专业知识就能快速帮助考试解答疑问；再如，监考老师
会根据以往的经验提醒考生注意一些书写过程中易犯
的错误。毕竟，我们的考生大部分是低年龄的学生，在
临场考级时难免会有惊慌，这个时候，给予考生一定的
专业指导，对他们进行心理安慰，能够帮助他们顺利完
成艺术等级考试，更是对他们在过往艺术学习过程中付
出艰辛劳动的肯定和鼓励。

考级结束，引导老师还会将孩子们亲手交到家长手
中。若遇到一些家长暂时走开，引导老师会在等候区域
内安排座位，让孩子们等待家长回来。因此，在整个考
级过程中，家长们可以完全放心。

在两天考级时间的安排上，静安工人文化宫考场安
排上午、下午各两场，时间上非常充裕，同时单场考生人
数适当，避免过多的拥挤，使前后场的衔接也变得井然
有序。

在静安工人文化宫，我们看到了考级会场工作的精
细化、专业化，虽然只有短短两天的考级，但现场的工作
人员和监考教师秉承着为社会文化艺术事业服务，为上
海市书法事业发展服务，为上海市书法人才队伍建设服
务的宗旨，尽心尽力，甘于奉献。可以说，在上海市书法
家协会书法艺术等级考试这个平台上，他们的工作细致
入微，不仅仅赢得了专家团队的肯定，也赢得了前来参
加考级的家长、学生们的肯定。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书法
篆刻考级在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普及和满足广大书法
爱好者对书法学习的需求，提高艺术素质，不断壮大上
海市书法家队伍，使书法培训、考级工作更加规范化、标
准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考级当天，我们也随机
采访了几位考生、家长和老师。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有些
什么想法和建议呢？

家长一：我的孩子学习书法已经三年，今年报考五
级。参加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书法等级考级，除了作为一
个阶段性学习的检验，还能鼓励和推动孩子长期进行书
法学习，提升孩子对书法艺术的热爱和兴趣。书法其实

还是有些枯燥的，但我希望他能够坚持下去。现在我的
孩子每天都会练习书法，这一方面是授课老师的严格要
求，另一方面也是督促孩子每天养成习惯，把练习书法
作为一种日课，培养他对待一件事情的严谨和持续专
注。现在科技进步的很快，新鲜的、活泼的事物层出不
穷，但对于孩子来说，静下心来学习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对将来孩子的发展很有帮助。

家长二：我的孩子今天来参加的是硬笔书法考级。我
们从嘉定区赶过来，感觉静安分考场的现场管理很不错，
孩子虽然小，但有老师送上去了我也很放心，希望他能成
功。另外，我觉得上海书法家协会书法等级考试中，硬笔
书法的考纲细则有些地方还不够明确，对我们的准备造成
了一些困扰，比如标点符号的占格，书写的格式等等。软
笔书法有专门的教材、样张，希望对硬笔书法也能有相关
的教材、样张，对考级的规范性会有所帮助。

考生一：我今年已经高一了，今年参加硬笔书法六
级和软笔书法六级的考级。平时很喜欢书法、也喜欢书
法中所包含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比如我这次准备
的行书就是以《兰亭序》为临本的，我也去查阅了解关于

《兰亭序》、王羲之的一些典故、知识。我之前还学习古
琴，但后来因为学习的缘故暂时搁置了，唯独书法还时
时陪伴着我。父母也非常支持我学习书法，我想书法可
能会陪伴我一直走下去的。

考生二：我学习书法两年多，今年参加书法五级的
考级。一幅准备了《乙瑛碑》，另外还准备了六首古诗，
六首古诗都要背出来，然后还能用《乙瑛碑》的笔法写出
来。在学校里，我也经常参加一些书法比赛，学习书法
使我感到快乐。

陪考老师：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包含了五千年来的
文化，最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书法也是可持
续发展一门艺术。参加上海书法家协会等级考级，因为
考级大纲的细则规定，使我平时的书法教学工作更加细
致化、规范化、专业化。比如，在学习的过程中倡导我们
要学习经典碑帖书法，从传统中走来。又比如，考级的
层级制度，规范了我们在长期学习书法过程中的走向
……当然，我还会结合自身对书法的体悟，形成自己的
一些特色教育。虽然长期从事的是书法普及教育工作，
但是这种普及教育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也能适当地发现
一些具有天赋的“好苗苗”，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在书法
艺术领域有更深入的发展。当然，目前书法培训、考级
和书法学校教育的冲突，不对称性，还需要专家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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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感受

家长观察团体验

静 安 工 人 文 化 宫 分 考 场 纪 实
陈 晓

候场室内医务人员和等待的家长考场内秩序井然

盖上考务章，填写信息 考好啦

考级命题现场抽取

考级现场排队进入考场

小考生

志愿者为考生查询考场信息

一、考级前的精心准备

二、考场现场的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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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入展名单

获奖作者
王兆钢、许耕硕、劳舒婷、
张东福、张宇、季溢、赵其
令、赵象震、矫思偼、葛栋、
董汉泽

获奖提名作者
丁俊、王大陆、孔宪勇、佘
俊奇、闵青、张青、陈才、
陈勇、高宇翔、唐怡、黄爱
平、黄燕婷

入展作者
丁同新、王酉博、王治、王
拿云、王竞雪、王霄天、邓
少剑、田驰远、冯映波、朱
振安、乔磊、刘亚晴、刘畅、
江琨、许非同、孙洪伟、孙
景宇、芮念晨、李飞、李成
洁、杨秀成、杨泽峰、吴颖、
沈钰、张忆鸣、张亚琦、张
凯利、张修宝、陆宗盛、陈
敏、林浩宇、金恺承、周心
瑶、赵伟、柏小菡、俞峥、顾
文俊、高光辉、郭楚楚、黄
贤志、萧逸、彭磊、葛豆豆、
董春华、戴安然、瞿子东

走向现代主义：美国
艺术八十载（1865-1945）

2018 年 9 月 28 日—
2019年1月6日（免费）

上海博物馆第二展厅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大

道201号（近武胜路）
1865至1945年，在这

短短的八十年里，美国完
成了从一个农业国家向
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转变；
正是在这个非凡的时代，
美国经历了 19世纪 60年
代的南北战争以及 20 世
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而
随着国家扩张和科技发
展，时代洪流中的美国艺
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众妙之门
2018 年 9 月 25 日—

2019年1月3日（80元）
上海当代艺术馆
上海市南京西路 231

号人民公园7号门
尝试以不同的方式

来回应和提出当今世代
在灵性上的探讨，展览将
从几个方面层层递进，无
论是艺术家从真实的生
活经验还是虚拟的创想，
或者是艺术家与科学家
通

过科学研究和科学的
文献记录再创作，通过艺
术也通过艺术与科学的结
合，企图提出对生命的提
问。

太古遗音——龙美术
馆藏唐宋古琴与文人清趣
特展

2018 年 9 月 26 日—
2019年2月14日（50元）

龙美术馆（西岸馆）
上 海 市 龙 腾 大 道

3398号
重量级馆藏唐宋古

琴、清康熙青花十二花神
杯等文物将首次与观众见
面。

一花一世界：龙美术
馆藏花鸟画展

2018 年 5 月 1 日—12
月2日（全馆通票50元）

龙美术馆（浦东馆）
上海市浦东新区罗山

路2255弄210号
本次展览从龙美术

馆藏作品中精选明清至
近现代花鸟画作品 50 件
（组），涵盖了从17世纪到
20 世纪具有代表性的花
鸟画家及流派的作品。
通过展览观众将欣赏到
明代文人画家陈继儒《梅
花册》、陈栝《情韵墨花》；
清代僧人画家石涛《花卉
册》；“海上画派”最具影
响力的人物任颐《花鸟四
屏》、吴昌硕《红梅行书》；
岭南画派的开创人物居
巢《春意图》；20世纪中国
画坛传奇国画大师张大
千《荷堵野趣》、齐白石

《蔬果四屏》等诸多绘画
大师佳作。

（来源：上海市文联微
信公众号）

近期展讯

上海青年篆刻展
评审结果揭晓

（本版摄影：兰海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