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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刻字是在传统刻字基础上升华，进
而成为“大书法”概念中的一门新的艺术形式。它
在形式上被赋予现代审美元素，融入空间构成，展
现全新审美形态。在内容上，以“意”“象”“情”“景”

“境”，来诠释作品思想性。现代刻字艺术在中国的
发展时间历程并不长，三十多年历史，但其发展很
快，形成与日韩等国刻字风格不同，具有属于中国
自己民族特色的现代刻字艺术。

上海的刻字艺术创作与组织，以2010年第八
届全国刻字艺术展为时间标志，可分为两个阶段，
2010年之前可称之为萌芽初创时期，其特征是书
协刻字委员会尚未组建、但已组织刻字培训、刻字
创作人数相对较少、创作力量比较薄弱，但筚路蓝
缕，为日后的发展做了非常好的铺垫。2010年之
后为快速发展期。第八届全国刻字艺术展，同时也
利用世博会在上海举办的契机，凭借主办方的天时
地利人和，上海共入展49件。这极大促进与推动
了现代刻字艺术的生根落地及至开花结果。组建
了上海市书协刻字委员会、开展刻字培训、组织展
览、培养一批刻字艺术骨干、有多位刻字作者入展
或入选全国刻字展等，使得上海的刻字艺术事业迈
入比较快的发展轨道。

一、上海现代刻字艺术发展特点
1.上海刻字艺术发展具有良好社会基础。上

海的刻字作者很早就参加全国刻字艺术展。1993
年，在河南洛阳的全国首届刻字艺术作品展，上海
刘训华、杨建臣的刻字作品入展，虽然在形式上是
竹刻，带有很浓的传统刻字痕迹，但开启了上海作
者参与全国刻字展的序幕，给上海刻字艺术的发
展，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在2010年之前，全国共
举办七届全国刻字艺术展。杨祖柏在第四届、第五
届全国刻字展入展，也是上海早期首位刻字连续两
次入展全国展的作者。窦维春第六届入展全国刻
字艺术展，第七届获奖，也是上海首位在全国刻字
艺术展获奖的刻字作者。2011年，上海市书法家
协会刻字委员会成立，设有主任、副主任、秘书长、
副秘书长等若干人，组织协调上海刻字的创作、教
育培训、展览、宣传、研究等事宜。

2.重视刻字辅导培训。上海市书协注重培
训，大力培养刻字作者队伍，取得明显成效，已经
初步建立了刻字培训体系。上海刻字培训特点：
有书协组织的举办的，也有学校教育形式、刻字艺
术家工作室形式、其他有个人形式组织的。一是
上海书协组织的。全国大展以及上海市刻字艺术
展前组织开展培训，邀请王志安、李文宝、王步强、
何文祥、于宁等全国刻字艺术名家来上海授课辅
导。第十二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征稿期，上海市书
协在组织各类书体以及篆刻培训的同时，首次将
刻字培训纳入统盘考虑，集中四天时间，组织了刻
字专题培训。二是刻字教育进入全日制初中高
中。由上海市书协刻字委员会协调，刻字艺术的
学习最先进入的，是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将刻
字艺术融入高中学生书法美术课，安排刻字作者
定期授课辅导。嘉定南苑中学也将刻字艺术融入
日常教学。三是刻字艺术家个人工作室的课徒教
育。陈建平在上海首次以刻字工作室的形式招收
刻字公益培训，经过一年时间，取得初步成效，已
经组织过三次师生展，有效扩大刻字艺术社会影
响。四是资深刻字作者自己收徒，或在培训机构
辅导刻字。

3.组织或者参与各类刻字展览。鉴于刻字艺
术的普及性远不如毛笔书法与篆刻，每逢大展，组
织征稿也是必需的，这多少会影响或决定一个地区
的入展数。其一是上海书协非常重视。在支持刻
字委员会组织举办三届刻字展的同时，于2016年
的第九届上海书法篆刻大展，首次将刻字纳入展
览，形成书法篆刻刻字三大板块纷呈的局面。其二
是组织有序。上海市书协以及上海市书协刻字委
员会，非常重视国家级刻字展，在组织培训的同时，
组织刻字作品参与全国展的投稿。自第八至十一
届全国刻字展展前投稿，组织上海刻字作者集中创
作，邀请刻字名家来沪点评，这有效提高上海刻字
作者对这门艺术的理解与创作水准。第十二届全
国书法篆刻展征稿期，上海市书协落实征稿，虽然
没有人最终入选这届全国综合书法篆刻展，但这个

班的9名学员中，有两位进入10%比例的初评入围
名单，收到寄发作品原件参加终评的通知。其三是
上海民间刻字展览，在刻字艺术家自行组织下，蓬
勃兴旺（详见附表四）。刻字由书协机构来办展览
固然重要，但限于届数以及展出地点的因素，其时
间频率与便捷度无法完全满足社会审美的需求，在
此背景下的社会其他组织或艺术家、策展组织的展
览，完全是有益的补充。陈建平组织个人古法琉璃
刻字艺术展，将琉璃制作与刻字艺术融合，探索艺
术新的领域。同时他建立工作室，举办师生刻字联
展，并与上海其他刻字作者举办了两届刻字联展，
在沪上引起广泛效应。

4.开始探索刻字学术研究。自可查阅资料来
看，至少从2009年开始，上海作者发表有关刻字艺
术方面的文字。从载体分类：一是书画专业性报
刊，比如《书法导报》《中国书法报》《美术报》等。二

是一些书画网站。三是刻字作品集上的文字、刻字
展的前言。四是一些论坛、论文大赛上录用的论文
等。从这些文章作者分布情况看，主要集中在几位
刻字作者，他们就刻字作品集以及刻字展作前言，
或对刻字艺术概貌作梳理，或交流自己刻字创作体
会，虽文字篇数不多，但在宣传上海刻字艺术的同
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开启上海刻字学术领域发
展的端倪。值得一提的是施鹤平，他在《书法导报》
以及《上海书协通讯》，刊登十余篇刻字专业论文或
赏析性文字，为目前上海发表刻字文献最多的作
者。

二、现代刻字在上海的生存状态
通过上述所列附表，从数据解读一下上海刻字

作者的创作方面的生存状态，有助于清晰了解上海
刻字艺术的现状。考察一个地区的刻字艺术发展
情况，其参与国际国内的刻字展览，是一个重要的
指标。目前上海作者参加的刻字展览主要有：1.国
际刻字展层面，主要是国际刻字艺术交流展。我国
曾主办第三届，后因经费等原因，没有再单独举办，
而是和全国刻字艺术展合二为一，比如第五届刻字
艺术展，入展者在获得参展证书同时，也收到“第八
届国际艺术展”参展证书，之后延续这种模式。其
次是国际刻字艺术大展赛。曾举办过三届，上海有
部分刻字作者参加。2.中国书协层面。截至2020
年2月，全国刻字艺术展共举办了十一届。第十届
全国书法篆刻展，将刻字纳入展览评选板块。3.上
海市书协层面。上海书协刻字委员会组织三次刻

字艺术展，并出作品
集。上海市书法篆刻
大展，自 2016 年的第
九届，将刻字作品纳入
展览评审范畴。4.其
他方面则有诸如全国
性的邀请展、省际交流
联展、刻字联展、个展
或师生展等。

1.刻字艺术的社
会参与度不高。第八
届全国刻字艺术展在
上海举办，东道主效
应，入展 42件，其中 1
件获奖。但从其他各

届情况看，相比于江苏、浙江等省，上海书法作者参
与刻字艺术的热情似乎并不高。作为近3000万人
的大都市，真正从事创作的，乐观点估计，百余人而
已。没有量的普及，难以有质的提高。在全国刻字
板块中的地位而言，整体创作人数相对稀少，力量
薄弱。很多刻字作者倾向于临展才开始投入创
作。在创作水平上，除了一小部分在思考探索如何
在刻字艺术的创作中表现自己个性，大多数作者停
留在模仿培训班老师的基础上。

2.刻字创作领域尚未出现具有地域代表性的
领军刻字艺术家。领军人物可以引导一个地区的
刻字艺术攀登新的艺术高度。有的省在刻字创作
领军人物的带领下，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现
象。以此模式来衡量上海刻字，目前缺少刻字艺术
在创作领域的领军人物。与此同时，刻字骨干面临
流失问题。第八届刻字艺术展以后的几届刻字艺

术展，培养一批刻字骨干，有的在入展两次全国展，
申请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后，逐步淡出刻字圈，有
的虽然没有退出，但已不再醉心于刻字创作。假如
增量创作人员不增加，而存量创作骨干缺在减少，
这将影响骨干的数量。没有数量的创作，将影响一
个地区创作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3.学术研究没有收到足够重视。近十多年来，
上海刻字作者对刻字艺术做了不少有益的思考与
探索，有的形成文字，发表在一些书法专业报刊，从
附表五可看出。也有的刻字作者并不长于文字总
结与描述，擅长将思考凝聚于作品之中，让作品来
说话，这需要专业的理论工作者挖掘整理。但从附
表五分析，可以看出对现代刻字的研究，处于分散
零星的研究。就文献数量来看，还显得单薄。就深
度而言，多为相对比较浅显的文字，系统性不够，理
论归纳尚需要进一步提高。

上述情况的存在，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历史因素。相对书法篆刻，现代刻字艺术在

我国的发展，仅三十多年历史，还非常年轻。刻字
艺术虽然往前延伸可探究其悠久历史渊源，但作为
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其现在所呈现的样式，尚缺
时间积累对它的风雨锤炼，社会审美对它的接受尚
需要人文积淀。就地域而言，全国发展也不平衡，

上海作为海派文化城市，兼容并蓄是这个城市的文
化品格，虽然它不算太晚接纳现代刻字，但其社会
知晓度、在毛笔书法圈的被认可程度，还是被打上
了一个重重的问号。这也是社会参与度一直很难
进一步提升的重要因素。艺术发展自有其规律，一
味强求或者人为推进，未必能走得很远。能够生存
的艺术，必有其存在的理由。

2.组织框架。在一项新兴门类发展的初期，依
靠体制之力助推，也是符合国情的选择。艺术组织
的作用凝聚、协调、组织、开展艺术活动。现实环境
已经证明，一个地区的艺术组织框架完善，且组织
有序，非常有助于该地区的艺术活动繁荣。上海市
市级书协层面建有刻字委员会，但除了长宁区书协
有刻字委员会，其他各区书协均没有设立刻字委员
会，客观上存在刻字艺术组织框架的短板，以致每
每在大展需要发动书法爱好者参与时，遇到瓶颈。
是否具备完善的书协刻字组织体系固然重要，而稳
定的运行机制和组织者的奉献精神也是不可或缺
的要素。

3.客观条件限制。现代刻字不同于毛笔书
法，一支笔，若干张毛边纸、一张羊毛毡，墨汁一
瓶，在书桌上可静悄悄度过满足精神需求或个人
兴趣的良宵。现代刻字也不同于篆刻，仅需一张
小方桌，几把刻刀，几方印石，便可游弋于方寸乾
坤。现代刻字有一个制作的过程，需要配置相应
创作环境来支撑，价格昂贵装修考究的城市居室，
自然不能容忍叩刀问板、颜色飞溅。特别是一些
将刻字艺术创作常态化的刻字作者，基本上需要
设置刻字专用工作场所。当然，偶尔为逢刻字展
而在小区、楼梯走廊里临时抱佛脚式应急之作，并
非长久之计。刻字的制作过程，客观上阻碍了刻
字艺术的普及，影响了刻字作者创作的频率。最
后还必须考虑板材的采购是否便捷、经济成本考
虑等问题。

4.现代刻字创作难度。刻字艺术并非书法的
附庸，可以理解为是毛笔书法艺术的延伸，自书自
刻，但比毛笔书法综合性要求更强。首先是自己书
写。既然是以书法为根底，刻字艺术家首先应该是
书法艺术家，其书法造诣和个性风格多少会影响其
刻字的建树。同时，刻字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需
要镌刻、雕塑、绘画、装潢的知识储备的参与，极大
增加了创作难度。这也是有的书法家对现代刻字
浅尝辄止，然后知趣离开的重要因素。

三、上海刻字艺术发展的机遇和空间
现代刻字艺术，从国际层面看，日本、韩国也

有，但中国现代刻字艺术在总体艺术风格方面，与
日韩已拉开距离。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刻字
艺术未来发展的空间是广阔的。传统书法非常适
合农耕社会慢节奏生活。传统刻字更多的功能，除
了保存历史文化信息，乃实用价值，比如匾额等。
现代刻字强调自书自刻，其视觉效果，似乎更符合
现代审美的另一种需求。上海的刻字艺术相比于
一些刻字艺术大省，尚有不少差距。同时应关注
到，上海刻字艺术发展的机遇是非常好的，刻字艺
术发展的空间是广阔的。

1.刻字艺术其发展规律。中国书法有几千年
历史，形成中国传统艺术欣赏心理的一种惯性，这
种惯性一方面确保中国书法文化的纯粹性，但过多
的纠缠在传统书法，也给艺术欣赏多样化的选择，
带来审美疲劳。中国篆刻艺术，方寸之间能呈现万
千气象，除了实用功能，更适合案头把玩。作为艺
术视觉冲击力而言，受到限制。传统刻字，因书刻
分离，工艺色彩浓厚，很难接近艺术审美。现代刻
字艺术，以文字为根基，以笔划为骨架，传承书法血
脉，汲取艺术诸如美术色彩、现代构成、篆刻、雕塑
等元素，塑造独特的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这种形
式具有生命力。它构建传统与现代艺术精神相结
合，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充溢着美学趣味，是一
门开放的艺术。

任何一门艺术的发展，需要理论来指引，刻字
艺术也不例外。中国现代刻字艺术经过30多年发

展，在探索中形成了一些理论，特别的王志安先生
义型刻字理论指引，中国现代刻字已形成具有中国
民族特色的创作实践与艺术风格。各地因历史人
文以及艺术家的个性差异，客观形成了刻字地域风
格。这为上海刻字海纳百川、雅俗共赏的艺术风
格，提供艺术创作语境。

2、海派文化的背景。海派文化有着170多年
历，是移民的产物，中西交融的文化，其显著特征的
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海派书法在中国近现代书法
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植根于传统书法、传统刻
字基础上的现代刻字，在海派文化背景下，自己有
它独立存在的价值，正在获得愈来愈多的审美关
注。此外，就刻字艺术在全国发展的情况看，现代
刻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功举办了共十一届全国
刻字艺术展，有三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将刻字纳入她
的怀抱，举办了三届全国刻字理论研讨会，加强与
国际刻字的交流，出现一批又全国影响力风格鲜明
的刻字艺术家，许多地方出现刻字地域风格，这些
都为上海刻字艺术的发展提供学习与可参照之
便。可以说，在当今的刻字语境下，刻字艺术发展
的又一个春天已经到来。

中国特色刻字艺术的发展，其体制的支撑，是
必不可少的，绝不可小觑的。所谓刻字体制，是指
各级书协的刻字专业机构。实践证明，凡一个地区
书协刻齐全，该地的刻字艺术发展则相对快些。目
前上海市书协层面虽设置刻字委员会，但除了长宁
区，其他区协没有成立刻字委员会，这客观上对上
海刻字艺术的进一步扩大与推进。并非说成立区
书协刻字机构，就一定能搞好刻字。但没有机构体
制支撑的刻字，很难获得长久的发展空间，即便有
刻字艺术家自发的参与。此外，刻字艺术的发展，
固然离不开体制的支持。但体制如何运转，机构负
责人如何有效凝聚人心，共同搞好本地区刻字艺
术，也是个重要的不可回避的话题。

3.创作环境。即便有海派文化背景滋养，即便
有完善体制依靠，但最终需要刻字艺术家将其艺术
涵养与书法风格、镌刻技巧以及美术技法凝聚于刻
字作品，完成刻字审美形态的转换。假如将第一届
全国刻字艺术展上海两件竹刻作品先搁置一边，自
第四届上海至第十一届全国刻字艺术展，上海虽然
有多位刻字作者入展，也有获奖的，但总体上看，上
海刻字艺术水准的上升空间还是很大的。

上海的刻字艺术，不能不提曾莅临上海授课辅
导的几位全国及的刻字名师王志安、李文宝、王步
强、何文祥等。他们对上海刻字艺术的发展和影
响，在申城书法艺术史添上重要一页。全国级刻字
艺术高手先后来上海，带来了他们的刻字观念与技
法理解、刻字风格以及信息与人脉，为上海培养了
一批刻字业务骨干，推动了上海刻字艺术的发展。
但同时必须注意，假如上海刻字作品仅满足于能入
过两届全国刻字艺术展，从而解决中国书协会员，
缺乏继续探索的精神，刻字雷同化、近亲繁殖等毛
病依然无法改变。

4.学术的参与以及宣传及展览的效应。上海
刻字学术研究，不能说没有，但含金量为多少，上海
刻字界都心知肚明。全国三届刻字理论研讨会，没
有上海的刻字作者（第三届全国刻字理论研讨会王
晓光入选，但王晓光是上海书画出版社于2016年
引进的人才）。上海书画学术界对刻字理论的研
究，也很少关注，上海书法研讨会的一些论文集，也
很难见到有关刻字论文的踪影。这既是颇为尴尬
的，也给上海刻字研究提供了探索的空间。

刻字批评属于学术范畴。刻字需要批评的跟
进，没有批评的刻字，互相奉承将不可避免的泛
滥。就刻字艺术批评，有的认为还是一个未完成的
文本，尚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文化流程，赋予其历史
确认还为时尚早。由此导致对现代刻字的批评，缺
乏主动的文化思考。刻字批评应把握好理论高
度。刻字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必须要有理论支撑。
所谓理论的高度，不仅仅包含书法史，也应该有哲
学、美学、艺术等领域理论。其次思想深度。刻字
批评应该注重思想深度。优秀刻字艺术家也是思
想家，他的思想通过刻字凝聚与呈现。批评者本身
的思想深度，某种意义决定批评文本的深度。技艺
层面，刻字作品作为思想性与技艺性的统一，技艺
不可偏废。离开技艺空谈艺术，那是缺乏基础的空
中楼阁。刻字艺术批评也考量批评家自己的修养
与胆略，也就是否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假如进入
批评的语境而有所顾忌，那批评的氛围会大打折
扣。

刻字展览是检验创作水准的关键，必须重视展
览。上海刻字作者，热衷于在本地举办个展、联展、
师生展等，对推动上海刻字事业发展，检验创作水
准，扩大刻字艺术的社会效应，具有积极意义。但
必须重视全国展，确保参加全国展的作者不流失，
确保能在全国展入展数能有一定比例，这也是个值
得关注的问题。

5.市场的启动。没有收藏，就很难有市场。市
场的启动首先需要收藏家的参与，需要培养收藏家
队伍，需要通过画廊、拍卖行的介入。市场的介入
对提升刻字艺术家肥的信心非常重要，有助于加大
创作力度，增加作品数量。也有助于创作适合市场
需求的作品。但需要警惕的是被市场牵着走而陷
入复制与低俗。海派书法历史曾有深刻教训，但最
终，缺乏艺术与创造思维的低俗作品，会被艺术史
淘汰。市场的参与也给刻字作者既提出挑战，也考
验其心态。市场价格，并非完全由刻字作者决定，
市场说了算，这就是市场的残酷性。上海刻字作品
市场，其空间，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参考资料：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十届至第十二届全国书法

篆刻展作品集；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研究会：第二
届至第十届全国刻字艺术展作品集；中国书法家协
会刻字研究会：中国现代刻字艺术20年；中国书法
家协会刻字研究会：全国第二届现代刻字艺术理论
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研究会：全国
第三届现代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法
家协会：书法通讯；书法导报社：书法导报历年合订
本；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上海市第九届、第十届书法
篆刻大展作品集；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刻字委员会：
上海市第一届至第三届刻字作品集；王志安：现代
刻字艺术技法与创作；叶朗：美学原理；滕守尧：艺
术社会学描述；杨吉平：书法批评学；章利国等：中
国收藏学概论。

上 海 现 代 刻 字 艺 术 述 略
何柏青

附表三：上海市书协层面历届刻字艺术展、上海市书法篆刻大展刻字版块

首届上海市刻字艺术展

第二届上海刻字艺术展

第三届上海市刻字艺术展

第九届上上海市书法篆刻大展

第十届上海市书法篆刻大展

时间

2011年

2014年

2018年

2016年

2018年

入展

74

60

69

4

5

其中获奖

没有评奖

10

10

1

1

备注

上海市书协刻委会成立后的首展

上海市书协刻字委员会11人作为特邀参展

首次将刻字纳入上海市书法篆刻大展

展览名称

上海首届刻字艺术展

第一届国际刻字艺术大展赛

浙江上海刻字联展

第二届国际刻字艺术大展赛

上海浙江刻字联展

第三届国际刻字艺术大展赛

清华美院第四届刻字高研班结业展

首届北京刻字艺术展

清华美院第五届刻字高研班结业展

第十五届国际刻字交流展

陈建平刻字工作室成立刻字作品个展

宝钢长宁刻字与篆刻联展

第十六届国际刻字交流展

施鹤平“慈善孝贤”主题书法刻字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刻字作品展

全国首届中青年刻字名家作品提名展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主题创作成果展

施鹤平书法小品刻字作品展

陈建平古法琉璃现代刻字艺术展

施鹤平、陈建平、何柏青三人刻字联展

“浦江秋韵”施鹤平意会书法、刻字作品鉴赏微展

上海书画名家作品展

陈建平师生刻字巡展

陈建平师生刻字巡展

全国首届刻字公益课题班结业展

陈建平师生、施鹤平、何柏青现代刻字艺术展

上海师大附中书刻艺术展

第十七届国际刻字交流展

南苑中学师生刻字作品网络展

展览时间

2009.06

2009.12

2011.12

2011.10

2012.03

2013.10

2013.12

2013.12

2014.12

2014.12

2015.07

2015.12

2016.03

2016.09

2017.03

2017.03

2017.10

2017.10

2018.07

2019.06

2019.08

2019.10

2019.09

2019.10

2019.12

2019.12

2020.01

2020.01

2020.02

展览地点

静安图书馆

韩国仁川

嘉兴

中国厦门

上海

韩国济州

陕西

北京

陕西

新加坡

上海

上海

日本

上海

上海

厦门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南京

上海

上海

日本

上海

参展总件数

50

140

140

60

120

70

315（中国参展89件）

1080（中国参展35件）

90

12

80

80

81

50

50

展出120件绘画书法篆刻刻
字作品

40

40

展出刻字书法作品近150件

80件

100余件

上海参展件数

60

60

2

1

6

2

30

2

1

其中刻字作品12
件

1

2

2

上海参展作者

邵征人等20余人

窦维春等

窦维春等

何柏青等

何柏青

何柏青

陈建平、杨祖柏、
唐雯青

沈振荣等

陈建平

施鹤平

窦维春等

何柏青

窦维春等

施鹤平

陈建平

施鹤平、陈建平、
何柏青

施鹤平

何柏青

陈建平师生

陈建平师生

何柏青

陈建平师生、
施鹤平、何柏青

钟婷等

沈振荣、冯英

陈强师生等

备注

获奖

参展对象：浦东
新区美术教师

附表四：中国书协、上海市书协组织届展之外的其他展览（据不完全统计）

备注：上述表内“首届刻字艺术展”为上海市书协刻委会成立之前，由上海静安区工人文化宫组织的一次展览。

发表时间

2009.10

2011.2

2011.06

2011.06

2012.05

2012.05

2012.08

2013.04

2014.06

2016.06

2016.12

2017.09

2017.12

2018.03

2018.07

2018.12

2019.01.02

2019.03

2019.06

2020.01

2020.03

作者

施鹤平

施鹤平

杨祖柏

沈振荣

窦维春、沈振荣

沈振荣

施鹤平

施鹤平

杨祖柏

施鹤平

施鹤平、何柏青

何柏青

何柏青

深振荣

何柏青

施鹤平

陈强

施鹤平

施鹤平

施鹤平

陈强

题目

东方艺术奇葩——现代刻字艺术试论现代刻
字艺术的概况及其他

东方艺术奇葩——现代刻字艺术试论现代刻
字艺术的概况及其他

首届上海刻字艺术展作品集前言

现代刻字：解读的空间无限

现代刻字艺术是技术和艺术的统一

武戏文唱 妙化自然 杨祖柏现代刻字艺术
解读

现代刻字和书法、篆刻的关系及比较

现代刻字和书法篆刻的关系及比较

上海市第二届刻字艺术展作品集前言

现代刻字作品创作过程解析

两幅《博爱》现代刻字艺术作品解析

读王志安《现代刻字艺术技法与创作》

刻字艺术的未来发展

上海市第三届刻字艺术展作品集前言

陈建平古法刻字琉璃刻字艺术展前言

《家砧留痕》创作手记

造汉字画故事

《砧冗岁月》创作收记

《板上心语》现代刻字艺术展简介

板上语境

以印为镜的现代刻字教学初探

报刊杂志网站研讨会论坛等载体

上海书协通讯

书法导报

首届上海刻字艺术展作品集

央视网、上海侨报

中国书画报

中国书画报

书法导报

上海书法通讯

上海市第二届刻字艺术展作品集

书法导报

书法导报

书法导报

美术报

上海市第三届刻字艺术展作品集

海上画会报、展厅

书法导报

学与玩杂志

书法导报

书法导报

书法导报

第九届全国中小学书法论文大赛

备注

10月20日第3版

2011年2月23日第19版

8月29日刻字专版

4月20日第2版

6月29日刻字专版

12月28日刻字专版

2017年第39期第10版

总第1253期第18版

12月26日学术版

连发两期

3月27日第11版

6月26日第11版

1月29日第11版

附表五：上海作者刻字理论文献一览（据不完全统计）

附表一、上海市书协组织刻字培训班以及上海作者个人参加其他各类刻
字培训（据不完全统计）（省略）
附表二、中国书协组织刻字展或综合展入展入围情况（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