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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平复帖”杯
国际书法篆刻大赛
系列活动征稿启事

作为海上书坛的盛事之一，上海市青少年书
法篆刻展已走过了二十六个春秋。情寄翰墨，书
为心画，青少年书法篆刻展见证了一代代海上书
法人的成长蜕变，也抒写着每段峥嵘岁月里深远
阔大的时代精神。今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为庆祝这一光辉历程，上海青少年书
法爱好者们纷纷用笔墨抒写家国情怀。经过组
委会半年来的精心筹备与评审，第 27届上海市
青少年书法篆刻展于 7 月亮相上海文联展厅。
相比往届，本次青少年书法篆刻展有不少特色与
亮点，不妨一同与笔者先睹为快吧。

家风，是一个家族世代传承的风尚；家训，是
春风化雨般的精神沐浴；家风家训，是一个家族
生活方式、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集中展示，它们在
岁月的磨砺中，越发绽放出中国传统伦理的魅力
与光辉。为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浸润青少年成
长，本次大赛在征稿启事中就规定了以“家风家
训”为主题创作作品，并且甄选了中国古代经典
家风家训作为参考内容。经统计，在获奖入展的
150件作品中，创作作品共计113件，临摹作品37
件，以“家风家训”为主题进行创作的作品共计
61件，占到创作作品总数的54%。

在创作这些以“家风家训”为主题的书法作
品时，小作者们各显神通，展现出了独具匠心的
巧思。作品创作形式多样，既有装饰效果漂亮的
拼接、染色作品，也涌现出了不少整纸创作的精

品佳作。这些作品中，令笔者印象尤为深刻的是
几件大字楹联作品，虽然作者年龄尚小，用笔稍
显稚嫩，但寥寥数字，无论隶书、魏碑还是篆书，
便能从笔墨中体现出雄浑的气魄，品读出家风家
训的浩然中正之气。

同往年一样，本次大赛的评审，秉持公平公
正的原则，分初评和终评两个环节进行。两轮评

审的评委不重复，确保了评审结果不具有趋同
性。为了防止代笔、作假现象的出现，组委会特
设现场面试环节，所有面试者皆顺利通过测试。
这些环节的设置，不仅让评奖结果经得起检验，
也敦促更多青少年脚踏实地练好书法。

本届展览收稿 3075件，最终评选出了 50件
获奖作品、100件入展和150件入选作品，作品质
量无论是创作还是临摹都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基
本功和良好的创作意识。经笔者统计，本次展览
创作作品中获奖入展作品的书体风格仍以楷书
和隶书为主，楷书占创作作品总数的 38%，隶书
占创作作品总数的20.4%，篆书、行草书各占创作
作品总数的16.8%。

为了全面贯彻教育部《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
纲要》文件精神，倡导文教结合，同去年一样，本
次展览强调以教育部推荐的临摹范本为主要参
考依据，坚持在同等水平下优先考虑的评审原
则，以此来引导青少年更好地临习范帖、传承经
典。经笔者统计，楷书临摹最多的是魏碑墓志、
智永《千字文》，其次是褚遂良《雁塔圣教序》、文
徵明小楷；行草书仍以二王一路为宗，临摹最多
的行书是赵孟頫《赤壁赋》，其次是“宋四家”中

苏、黄、米三家。可见，临摹作品的范本选择，基
本包含在征稿启事所附的临摹范围之内。此外，
欧阳通楷书、章草、王铎行书、伊秉绶隶书等非主
流的书体也有入选，这也使得临摹作品呈现出百
花齐放之势。

中国篆刻艺术是海派文化的金名片，而上海
也被誉为中国篆刻艺术的半壁江山。但2018年
上海的篆刻作品来稿量却只有 29件，从这一点
看，篆刻艺术在上海的现状和出路问题，是值得
我们重视与思考的。

为了让篆刻艺术更好走进青少年，一年来，
上海书协和社会艺术团体举办了大量活动。通
过社会力量的积极推动，本次大赛篆刻投稿基数
有所扩大，获奖入展达 10 件，比去年多出了 6
件。作品以秦汉印风为主，取法高古，并能兼及
流派印风。虽然有的作品在刀法的运用与印面
布局设计上还稍显稚嫩，但笔者相信，通过社会
多方的齐心努力，篆刻艺术一定可以从“小众文
化”走进“大众文化”的视野之中。

据悉，展览结束后，组委会还会在投稿作者
中遴选 20名左右的青少年，开设青少年篆刻学
习班，由名家进行辅导。

近年来，上海书协在展览策划和会展服务方
面建树颇多，策划了一场场精彩纷呈，具有社会

影响力的专业展览，备受业界称道，而此次青少
年书法篆刻展，主办方的安排也颇具独到之处。

1.丰富展场功能，打造场景式观展体验：本
届展览结合现代展览的设计理念，打破原有单一
的展陈模式，融入展览公众美育的教育功能，通
过模拟名家书斋环境，设置读书角与体验区，在
寓教于乐中让孩子与家长有更好的沉浸式的体
验，与古人对话，与作品对话，增强展览的教育性
与互动性。

2.安排各类讲座，营造良好传习氛围：为了
增强展览的互动性，组委会组织专家为中小学校
书法爱好者进行导览、指导，同时在展览期间，举
办亲子讲座，将书法艺术更好融入家庭教育之
中；举办优秀指导老师座谈会，努力提升老师的
专业水准。

3. 对接展赛资源，跨地域代际传承有效互
联：今年，上海书协将举办2019上海市书法篆刻
临摹展，为了发挥这一赛事的优势资源，组委会
计划在展览期间将青少年展的临摹部分与其进
行有效联动，扩大宣传影响。展览期间，邀请部
分青少年展获奖者、入展者、优秀指导老师、优秀
小志愿者参观“2019上海市书法篆刻临摹展”，并
参与现场互动——“同临经典碑帖大比拼”。同
时，市书协将发挥“2019上海—台湾青少年书法
交流展”的品牌优势，优秀作者将推荐赴台湾进
行青少年书法交流活动。

4.打造网络云展厅，提升展厅效能：本届展
览借鉴去年的科技手段，运用投屏技术，采取屏
幕滚动方式，让入选未入展的作品有机会在展厅
中展示。除了线下展厅外，组委会将在展览结束
当天，通过互联网平台，正式上线微信云展厅，旨
在打造永不落幕的书法展览会。云展厅集中发
布入选、入展作品及专家点评。通过多元媒体的
组合发力，让实体“课堂”的精彩在各种传播渠道
上得以拓展和延续。

2019上海市青少年书法篆刻展综述
吴雯婷

图1：作品内容分类表看点一：展览主题，家风绵延

看点二：作品表现，接续传统

书体

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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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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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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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

10

合计

113

图2：创作作品书风分类表

看点三：篆刻艺术推动，我们在路上

看点四：展览现场，精彩纷呈

（上接第3版）我祖籍山东，我回到我们老家的时候，
看到我们那边的人，学习书法真的是奋不顾身哪！
眼睛睁开，一天开始，他的精神，他所有的理念，他
的一切的一切就是写字。没有别的办法，特别是农
村的那些小孩，十六七岁，那真是拼着命地练字。
在今天上海，我没有做过调研，但是我估计是一个
也找不到的。一天写十几个小时，这么不要命地
写，你想在上海，爹娘也舍不得啊。所以这个问题
是“两分说”，没饭吃当然不行，吃得太饱有时候也
不行。所有成名的、能够做出点成绩的，大概率都
是在他们不怎么出名、还比较困苦的时候进行奋
斗，包括我们周慧珺老师也是，学校休学，类风湿关
节炎，病痛得一塌糊涂，文化大革命把她家抄得一
干二净，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书法才能寄托她的精
神。司马迁“文王拘而演《周易》”那一段，实质上是
千古规律。谢谢大家。

潘善助：感谢徐正濂老师、陈睿韬先生，今天下
午这个座谈会，主要是围绕上海篆刻发展的现状问
题，下午我在这里就记了好几页纸。我问一下，就
是下午有没有做录音？有的话，我想能不能整理出
来，《上海书协通讯》可以做一个专栏。还没有发言
的也可以加进来，已经发言的作者也可以做修改。
我觉得这是一个为我们上海书坛未来着想的、有意
义的学术座谈会。

对于周建国老师讲的书协的责任与担当，我觉
得我们不管怎么样，书法在上海的发展和书协当然
是非常有关系的，它的进步、困境、难处，书协首当
其冲，因为人民政府设立这样一个机构，我们肯定
是责无旁贷的。现在从我个人观点来看，我们现在
上海书协、各区书协，包括一些民非机构，包括我们
海上印社，我们大家还是从如何进一步促进书法发
展的道路上在走。这个判断，不知道大家是否赞
同？我个人觉得上海的书法与篆刻，在某个意义上
讲，好像已经有从下滑点开始触底反弹。这个信心
应该要有。

我也经常在做调查研究，有大量的数据表明如
此。我们很多同道都讲入展的数据，入展数据确实
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和外省市交流的时候，他就讲
你入展几件，所以我们说，上海篆刻在全国篆刻比赛中，
我们入展10件，浙江省入展40件，不管怎么样，40件和
10件，你怎么去和人家比拼？我们现在做青少年书法篆
刻展的时候，也确实明显感觉到年轻的一代人，对篆刻好
像没有多少热情。3000件的作品里面，篆刻大概只有二
十几件。这都是我们青少年啊，18岁以下的。那么这是
什么原因，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分析的。因为未来都
是靠青少年的，辉煌已经有了，未来怎么样才能继续辉
煌，所以人才是第一要紧的。当然我们现在，包括顾工先
生在内，我觉得我们上海这几年引进了一些优秀人才，包
括大学书法专业引进了一些老师。我强烈地感觉到，这
个城市书法文化的繁荣，需要有足够量的岗位去吸纳人
才。但是书协没有岗位，我们的编制也只有五个。五个
同事呢每天都要做行政工作，他有才气的话，恐怕也被行
政工作磨灭了。所以上海还需要大量的能够发挥他们的
才气和作用的、专心于书法创作篆刻创作和学术研究的
岗位。比如说北京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我们上海有艺术
研究所，艺术研究所能不能有岗位；北京有个画院，我们
也有个画院，画院能不能设置这样的岗位等等；中小学校
能不能不断地去开展书法课，像松江一样引进专职的书
法教师，解决职称问题。我们现在的各个区，甚至乡镇的
文化中心，条件很好，他们经常讲，楼很高很大，但是里面
有没有精通艺术、引导大众审美这样的人物在里面，没有
啊。所以我不是开脱责任，而是讲，书法篆刻的繁荣需要
上海全社会合力打造。如果没有合力的打造，书协的力
量我感觉很小。这是我到书协工作五年以来的体会。书
协很小，它没有岗位，它的经费很有限。当然我们想方设
法吸引社会的力量重视书法。我们昨天还在做上海新文
艺座谈会，有一个民营美术馆的女馆长，是一个房地产公
司的老总，她的一番话引起了我的思考。她说她这个美
术馆力求促进社区百姓美术修养的提高。这个美术馆在
非常有钱的社区，但是老板们好像没有家里挂画的习
惯。这说明什么呢，上海的人均GDP是全国最高的，如
果说，我们的精神需求到了一个家里都要挂画挂字、买篆
刻的时候，书画市场繁荣了以后，那么大量的篆刻家海
漂，自然就可以涌入上海。

我们也做过调研，有关书法家的现状调研，我们
现在大概有两百到三百多个书法篆刻家，他们确实
要为生计着想。大多数从事少儿培训，有个别的人、
占比不高的人，可以比较好地平衡创作与生计的关
系。但是也有很多书法家，解决了中国书协的会员
身份以后，他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攀求高峰的动力，好
像不足了。这就引出另一个话题，如何从海漂进入
到近代实体的海派。因为当时的海派人士，潘天寿
先生到上海，二十几岁就写中国美术史。刘海粟十
几岁不到二十岁到上海，就创办了上海美专。我们
上海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整个文化氛围的营
造，和整个市民对书法文化的认同和审美水平的提
高，恐怕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上海书协现在能
做的，就是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去提案，如果我
们有机会在跟各级政府打交道的时候，不断地督促
他们要重视书法岗位的设置，我觉得这样的话也许
上海的局面能有所改变。包括我们前面提出的建
议，上海急需建设一批书法本科专业，这是为什么？
因为上海的青少年水平很高，普及工作很好，但是因
为上海本地没有足够的书法本科专业，所以家长们
很实在，而且上海的家长很挑剔，外地两百余个的书
法本科院校，他不会送孩子到外面学，我就要在家门
口。所以家门口如果有五个本科院校，每个院校有
五个老师，那么就有二十五个专业教师，人才进去就
不一样了。而且我们的小朋友就会陆续进入我们本
科院校学习，中小学校普遍开设书法课，他们毕业以
后，又在上海的院校当书法老师，这个水就活起来
了。所以我认为要重振上海书法篆刻的雄风，书协
要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谢谢大家。

陈睿韬：我就代表我们海上印社说两句。上海
现在有二十几家印社，包括注册过的和非注册过
的。但是我估计还活动的不超过十家，其他估计也
不大怎么活动了。我谈一下作为机构，我们要做点
什么。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比较不能接受的是，大
家形成一种小圈子的状况。我认为机构的一个主要
责任，像我们海上印社，当时我们理事会就订立了一
个方向，我们是一个平台，我们第一要做的就是，艺
术家之间和老中青三代相互交流的平台。第二，我

们还是一个平台，是艺术家和社会之间的平台。这样，不
管是学术交流，还是和社会的连接，包括总书记给文艺工
作者的一些寄语，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做一些事
情。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就是不管什么风格，我们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只要好的，
是什么风格并不重要，我们都应该支持。

另外要向潘秘书长汇报一下，说要振兴也罢，重振
也罢，关于海上篆刻，我们从2017年开始，到去年10月
份，我们在普陀区五所普通中学，每个中学大概二三十
人，每个礼拜上一次篆刻课，每年都会增加。为什么这
么做？目的就是先让他们有兴趣，有兴趣以后，从里面
产生几个佼佼者或者说专业人才，都有可能。这是一
块。第二块呢，就是派篆刻家入驻校园，每个学校派一
个。比如我们印社的社员，一些著名的篆刻家。还有一
个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电梯上来的地方
有一块铭牌，是去年挂上去的，叫“中国传统艺术教育实
践基地”。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陀所有的学校可以和我
们联络，在我们有展览的时候，他们可以组织学生到这
里参观，我们提供导览，导览完以后还可以操作、示范，
最后让他们亲自动手、实践一下。这样也就培养并提高
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兴趣。第三块，除了小朋友，还有大
人的问题。我们已经开了几次课了，请张遴骏老师来上
的，就在这个地方，针对普陀区主要学校的骨干老师和
文化系统的干部及工作人员。因为要开展这个工作，如
果自己都不明白，这也不行啊，所以需要对相关老师、工
作人员入手。我记得2017年，区里面有领导说过这么
一句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要从娃娃抓起”。我开
玩笑插了一句说：“不但要从娃娃抓起，还要从领导抓
起。”对不对？领导没兴趣，这个项目是做不下去的。我
觉得对于每一位艺术家来说，大家还是应该再努力、再
奋斗一下的，我们不要把市场和艺术混在一起，我个人
认为还是要分开。走市场没问题的，但是该搞创作该静
下心来的时候，还是要静下心来。从我们机构自身来
讲，就是要扮好自身的角色，做好自己分内的服务，哪怕
推动一小步，也是在推动。同时，我们也希望今后在这
方面跟书协有更加紧密的合作！谢谢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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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5名）
张茹涵 浦东新区
任涵词 普陀区
康可赟 普陀区
王 妍 闵行区
陈兆宇 松江区

二等奖（15名）
浦东新区（3名）

张圳镱 孙恺祎 金语婕
徐汇区（1名）

方宜龄
普陀区（1名）

张思佳
杨浦区（1名）

张静蓉
宝山区（1名）

龚欣恬
闵行区（3名）

张心怡 瞿瑜泓 周岱鑫
嘉定区（1名）

钱国庆
松江区（3名）

丁兆嘉 王仪哲 廖思旗
青浦区（1名）

俞敏婧

三等奖（30名）
浦东新区（9名）

蒋逸云 傅翼雯 李昀睿
姚馨宁 徐沐霏 徐星烨
高颖颖 黄越诚 钱沁雪

黄浦区（2名）
孙若琰 陈 歆

徐汇区（2名）
邓云珠 陈子楠

长宁区（1名）
王浩岚

普陀区（6名）
王妤莹 王思涵 陈思缘
陈璘坤 周卓正 潘天玥

虹口区（1名）
袁艺菲

杨浦区（2名）
朱语彤 李嘉轩

宝山区（1名）
黄 婷

闵行区（3名）
于金波 王芷涵 叶翰宸

嘉定区（1名）

徐可绎
松江区（2名）

李方祎 董笑寒

入展名单（共100名）
浦东新区（12名）

严善翔 伍 暖 胡佳妮
赵益芳 吴思远 张涵玥
陈恺锋 黄思琪 邱依铖
金硕彦 李逸昀 王冰钰

黄浦区（5名）
刘彦琪 蒋颖颖 厉馨笛
胡恺文 满粒豆

静安区（2名）
梁 钰 林译骋

徐汇区（8名）
施逸德 陈悦玲 丁天琪
张蒙恩 蔡镕泽 杜文嘉
张超然 陶 蘅

长宁区（1名）
陆 辉

普陀区（8名）
冯俊佳 李乐赟 金恩露
施成缘 陈信允 归嘉良
浦茜晶 沈淑媛

虹口区（6名）
郁辰昊 袁翎箐 苏 慧
沈正元 李嘉芸 张俪文

杨浦区（7名）
马籽嫣 黄钰茜 徐煜秋
方韵涵 朱馨怡 王乙超
张鹤龄

宝山区（9名）
唐清涟 杜雨文 金铭琦
王成绮 管文珺 王瀚博
陈希睿 徐晓荷 徐 玥

闵行区（18人）
李知朴 王 可 何思问
周德木 陈彦君 黄子阳
何佳乐 孙嘉尔 相奕辰
姚思丞 张子晞 刘斯懿
何叶田 顾珈榕 李致嘉
肖 涵 俞晨钺 刘美斯琴

嘉定区（3名）
张倚菡 丁雅婧 张澜馨

金山区（2名）
杨芮琪 朱子漪

松江区（16名）
田 琳 周怡佳 卢思昊

（下转2-3版中缝）

第27届上海市青少年
书法篆刻展获奖、入展、入选作者名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文化自信，对接上海市委、市政府全面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行动计划，体现松江享
有“上海之根”美誉的历史文化优势，充分挖
掘民俗、民风、名人、名作和历史名胜等方面
的丰厚文化底蕴，打造一批“江南文化”特色
鲜明、内含价值丰富，识别度感知度高的文
化项目。对此，在 2018年开展“祖帖故里 云

间墨韵——上海松江书法晋京展”达到良好
效果的基础上，2019 年将举办第三届“平复
帖”杯国际书法篆刻大赛，以此进一步奠定
松江“祖帖故里”的文化地位，夯实“中国书
法城”基础，擦亮中华书法“祖帖故里”名片，
酿厚“江南文化”基底。现向国内国际社会
发布“第三届‘平复帖’杯国际书法篆刻大
赛”征稿启事如下：

一、大赛组织架构

（1）指导单位：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

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员会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
（2）主办单位：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
上海市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
上海市松江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下转1-4版中缝）

（上接第4版）
二、征稿要求
1. 参加对象：年满 18

周岁以上世界各国和地区
汉字书法家、篆刻家及书法
篆刻爱好者。

2.来稿内容：古今诗、
词、赋、文、联等均可，鼓励
作者自撰诗文创作，尤为欢
迎书写上海文化、上海之根
等有关的内容。

每位作者限投 1幅作
品，书法作品请投寄作品原
件，尺寸为 8 尺整张（高
248 cm，宽 129 cm）以内，
一律为竖式。

手卷作品尺寸为高
35cm以内，长度 248cm以
内。

册页作品成品尺寸每
页高宽不超过 40cm，正文
页 数 为 5—12 开（10—24
页）。

所有作品请勿装裱
（册页除外），草书、篆书、篆
刻作品请附释文，不符合尺
寸要求者不予评选。（篆刻
投稿4-8方，附两个以上边
款，贴在4尺对开以内的竖
式宣纸印屏上，请交相同的
印屏2件）。

3.作品背面右下角请
用铅笔楷书写明作者真实
姓名和联系电话，参赛者须
认真填写参赛登记表

（登记表格请至上海
书协官方网站下载：

http：//www.shang ⁃
haishuxie.cn/）。

4.所有来稿及入展作
品均不退稿；如需退稿，须
通过邮局汇款 50 元退稿
费，汇款收据请随作品挂号
件或快递一同寄出。

5.作品评审：本次征稿
不收取评审费。评委会由
专家组成，评审以无记名投
票方式分初评和终评两个
阶段进行。对国内获奖作
者将进行抽查面试，凡不参
加面试或经确认非本人创
作者，组委会将取消其获奖
和入展资格。所有获奖、入
展名单将在媒体上公布。

三、展出安排
由评委会从征稿作品

中评选出200幅作品入展，
并评奖。另特邀名家作品
若干参展，特邀作品不参加
评奖。

四、奖项及参展权益
1.大赛评选设一等奖

5件，奖金各5000元，二等
奖10件，奖金各3000元，三
等奖15件，奖金各1000元
（以上奖金均含税）。境外
获奖者赠予同等价值纪念
品。

2.入展作品入编《第三
届“平复帖”杯国际书法篆
刻大赛作品集》，每位入展
作者获赠2册。

3.上海非会员入展者，
将作为加入上海市书法家
协会会员资格一次。

4.入展者和获奖者分
别颁予入展证书和获奖证
书。

5.对于较为优秀但未
入展的作品，将选出 50名
作为入选作品，公布作者名
单并在作品集中刊出。每
位入选作品作者赠送作品
集1册。

五、征稿时间
从即日起至 2019年 9

月 30日截止（时间以当地
邮戳为准），作品请以挂号
信或快递寄送，并在信封左
下方注明“第三届‘平复帖’
杯国际书法篆刻大赛”。收
稿和汇款地址：上海市松江
区谷阳南路24号松江区文
化馆，联系人：黄为

（021 － 57820700 转
2202，13917590185）

六、展览时间地点
展览地点：上海中华

艺术宫（暂定）
开幕时间：2019 年 11

月8日上午
展览时间：2019 年 11

月8日—11月21日
七、凡投稿者视为认

同遵守本启事各项要求。
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归本次
活动组委会。

“第三届‘平复帖’杯国
际书法篆刻大赛”组委会

2019年7月11日

青少年书法教育问题可以分为两个
领域来谈，一个是体制内的书法教育，一
个是社会化的书法教与学。对于体制内
学校书法教育而言，一般在小学四年级
会开设书法课，有些小学一年级就开始
开设书法课，初中学段，六年级也会开设
书法课，到九年级的考前再加强一下，对
于校内的书法教育一般都有比较正规的
书法教材和固定的书法老师，学生对于
这一书法教育一般都是作为一个课程对
待，因为有书法等级水平考试，学生更多
地是把这一学习当成一个必修课程。体
制内的书法教育，更多的是启蒙的功
能。而在当下的书法教育中，承担更多
的应该是体制外社会化背景下的书法教
育。这一领域的书法教师一般是具有各
级书协会员和身份的自由职业者，他们
一般没有统一的教材，通常是一个老师
一个教法。而学生来学习书法，也大体

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把字写好，考试
中不扣分。二是写好字的同时，参加书
法考级，希望在升学中能有用。三是写
字是自己的一种爱好，有一点艺术追
求。书法教育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对于小学、初高中书法应该如何教与
学？“软笔书法”与“硬笔书法”可不可以
实现有效的转化？等等这些问题，都值
得我们思考。

近年来，青少年书法教育渐呈升温
之势，体现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但是，校内书法教学存在的问题依然不
少。例如：1.书法教师缺乏上升空间。2.
书法课程不够严格规范。3.书法教学缺
乏有效动力。课程设置先天不足，学子
们缺少系统练习，学校在政策上又没有
给予一定的扶持，书法教育自然无法取
得丰硕成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
是校外培训机构红火。很多家长选择在

社会培训机构、少年宫等，让孩子接受书
法教育，很多社会培训机构与书法考级、
竞赛挂钩，短期内学习是有成效的。但
是社会力量办学，师资质量难以保证，教
师费用及机构运作会难进行，好教师留
不住。反之，要留住好教师就得提高课
时费用，私教中也确有好的教师，这就看
家长的眼光了。

推进并深化书法教育并非只靠书法
教师，还要有自上而下系统的制度管理，
从制度上进一步保障书法教育的可持续
发展，特别是着力于岗位性制度和规章
性制度方面的建设。

（以上内容摘自莘庄书画研究会《书
画三人谈》栏目。对谈嘉宾：莘城学校书
法专职教师陆春蕾、原莘光学校书法专
职教师胡石源、闵行中学语文教师李宗
全三位老师，主持人：莘庄书画研究会会
长姚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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