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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一边临摹，一边要及时地介入创作。这
话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不必要到临得非常好以后
再去创作，你临了有心得了，你就仿照那个意思，
就可以及时介入创作了。一边创作，一边临摹，一
边临摹，一边创作，这样反复交叉地进行，对于创
作能力的尽快提高是有帮助的。我看到有很多作
者，包括写书法的也有很多作者，他们就只会临摹
不会创作。离开临摹，让他自己刻一方，自己写一
张，他完全都不会弄。这就是死临，不及时介入创
作的弊端。

所以，临摹的数量是重要的，但是临摹的质量
和及时介入创作，恐怕是更重要的。

5.不能把临摹看成初级的课程。您不能过了
初级阶段，进入中级班、高级班了，就可以把临摹
扔掉了、不管了，不是那么回事。前几天我在微信
上看到上海著名书法家沃兴华，又出了一本书《创
作与临摹》。他说，写了五十年的字，也在不断临
摹，发现今天的临摹和他几十年前的临摹感觉完
全不一样，体会不一样，感悟不一样，也就是“常临
常新”。他说的是书法，其实我们篆刻的临摹也是
一样的，您也会“常临常新”。您刚刚开始临摹的
体会，和您有了一定水平、有了自己的认识能力以
后临摹的那种体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把临
摹看成初级课程，我会刻了，临摹就不要了。临摹
应该是一个篆刻家终身陪伴的修为。你到了晚年
以后，你刻得很熟练了，甚至是出名了，即使你没
有时间再像初学时一样经常临摹，但经常地回顾
一下，把以前看过的印谱再看一看，经常翻一翻，
经常再读一读，我觉得那种感悟、那种体会、那种
进步还是不一样的。

C.怎么理解篆刻史
刚才讲了，中国篆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

了方便叙述，我们不妨可以把它分为“源”和“流”
两大部分。我的老师钱君匋先生写过一本书叫

《中国玺印源流》，就是这意思。
1.“源”是什么呢？“源”就是我刚才讲的从商代

三玺开始，然后到春秋战国古玺，到秦代的印章、
汉代的印章，以及包括那时候的金石文字等等。
那些东西我觉得都可以算作篆刻的“源”。这个

“源”博大深厚，历史悠久，时间跨度长，是我们挖
掘不尽的篆刻学习的资源。它们虽然博大精深，
历史悠久，但是在当时来讲，它们都还是实用品。

当时的作者并没有有意识地将其作为艺术创作的
概念。那些所有的实用品，我们把它全部归为篆
刻的“源”。

唐、宋以后的印章，应该也属于源，但是被篆
刻史相对忽视。一直到明朝开始——当然元朝已
经有作者以艺术创作主观意识制作印章，但成就
不突出，主要有成就的作者还是从明朝开始——
文人书画家要用印章以后，在书画上钤盖印章以
后，篆刻才开始了有意识的艺术创作的历程。那
个时代以后出了很多流派篆刻家，比如文彭、何
震、汪关、程邃等等等等。那些作者都创作了许多
品貌各异、形式多样、个性突出的篆刻作品。我们
在篆刻史上把他们统称为“流派篆刻”。我们可以
简单地把印章作为资源的时期称为“源”，作为艺
术品创作的时期称为“流”。

流派篆刻年代不长，从明代到现在也就六百
多年，但却是篆刻艺术家以明确主观艺术理念介
入创作的开始，时间虽然短，但是面目丰富，具体
的章法安排、文字造型、刀法的各种不同，导致不
同的线条表现等等等等，确实是蔚为大观。那种
丰富个性恐怕是几千年的篆刻之“源”都不能比拟
的。尤其是一些代表性作者的成就，不断为篆刻
开启新的空间，就更多地有学习、借鉴的需要。

2.篆刻的学习，我觉得“源”和“流”这两个范
畴都不宜忽略，这两个范畴都应该有所接触。您
不了解篆刻的“源”，不了解篆刻的来龙去脉，你就
不能深入篆刻的殿堂，作品会缺乏历史的厚度和
深沉。您不了解篆刻的“流”，恐怕也就对不同篆
刻的具体特征、刀法的各异、线条的丰富性、各种
审美类型的判断等等，以及无数流派篆刻家丰富
多彩的风格表现无从把握，你就很难融会贯通刻
出自己的个性面貌来。

3.篆刻史和书法史有所不同，书法史我们说
起来好像是一代不如一代，王羲之最好，然后唐比
宋好，宋比元好，元比明好，明比清好。流派篆刻

虽然是从元朝、明朝就开始了，但是高峰在晚清，
刻的最好的作者多产生在晚清。因此流派篆刻家
虽然众多，而以晚清到民国的作者为我们主要学
习的目标，恐怕是比较适宜的。

以我个人的体会，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从晚
清到民国的六位作者：第一位吴熙载，第二位赵之
谦，第三位是大名鼎鼎的吴昌硕，第四位是这两年
很红火、学的作者比较多的黄士陵，第五位齐白
石，第六位来楚生。

我觉得这六位作者是流派篆刻中最具代表性
的大家。当然我们不必六位都要学，但是您恐怕
很难逃脱这六位作者的大法的笼罩，所以关注他
们是比较重要的。

D.关于创作
这问题我和大家作多一点的沟通。
1.篆刻是刻出来的，一定要大量的实践，才能

有创作水平的提高。没有创作量的积累，创作质
的提高是很难想象的，篆刻创作，实践是第一性
的，篆刻水平的提高可以说基本全部来自实践，而
不是读书、听讲座得来的，尤其那个姓徐的老头的
直播，更没有意思，完全对您创作水平的提高没有
帮助。篆刻是刻出来的，实践是唯一途径，而且你
实践的量跟你篆刻水平的提高完全成正比的，这
一点必须强调。

2.好的篆刻习惯在学习初期就要养成。什么
叫好的篆刻习惯呢？我这里不是说刀法，刀法比
较复杂，但其实又没有一定之规，能够刻出好的印
章，那就是好的刀法，您不用太顾虑太拘泥。我所
谓好的篆刻习惯是说：用刀要肯定、坚决、有力。
就是说您在初学篆刻的时候，就要肯定、坚决、有
力地用刀，而不要小心翼翼地去修啊挖啊改啊。
无可否认，在初学阶段，您不可能完全不修、不改，
因为您的技术还不成熟，您恐怕一刻就坏了、一刻
就错了，坚决、有力了错误更多。但是我觉得没问
题，刻错了可以重来，刻坏了可以磨掉再刻，用刀

还是要养成坚决、肯定、有力的习惯。从一开始的
生疏到慢慢锻炼，您自然会熟练起来的。相反，你
如果养成了那种小心翼翼的修、描、改的用刀，那
就如同书法中的描字一样，您觉得描得很像，但是
在行家眼里一看就看出破绽。篆刻也是如此。你
如果刻相对工稳的、精细的作品，也许您还可以稍
微修修描描；但是将来您登堂入室了，您希望上升
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您想刻一些写意的作品，您
想追求一种力量、一种壮阔气象的时候，您小心翼
翼的修、描用刀，就恐怕很难达到效果。

因此，虽然一开始用刀的坚决、肯定、有力不
那么容易，可能会刻坏很多，可能会造成很多返
工，但是我觉得养成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我前
两年跑过一些地方，我就看到过有好多这种作者，
我不好意思当面说，但是我就发觉他们像绣花一
样地篆刻，很难使自己的作品大气、雄强起来。所
以在篆刻初期的时候，就要尽量坚决、肯定、有力，
您不要怕刻坏，刻坏了再来。养成这个习惯，对您
将来的篆刻发展一定是有好处的。

3.成熟的篆刻家，一定是筹划、安排，就是写
印稿等等，所花的时间要远远长于刻凿的时间。
您将来成熟以后，刻印的时间不会很长，但是您花
在琢磨印稿的时间、设计的时间一定很长。古人
说的“九朽一罢”，就是这意思，反复地写印稿、反
复地考虑、反复地对比，才最后定稿，开始刻凿，甚
至一挥而就。

我不否认，篆刻是有一蹴而就的可能的。有
些印章作者也没写印稿，甚至就这么随便刻两刀，
刻出来效果倒很好。无意中得之，这种情况是客
观存在的。但是，概率很低，绝大多数优秀的作
品，绝大多数能够留得下去的作品，都是九朽一
罢，反复安排，甚至有刻两遍、三遍、四遍的例子，
包括吴昌硕、黄牧甫，都有这样的记载。如果您刻
得很慢，但是您筹划、安排的时间却很快很草率的
话，我觉得成功的概率不会高，恐怕很难创作出留

得下去的作品。
4.初学篆刻，我觉得咱们不妨给安排一些稍

大的印。大的印章其实比小的印章更难刻。不懂
的朋友，他会觉得小印很精细呀，很了不起。其实
比较起来，除非老花眼，小印要比大印好刻多了。
从难度大的开始才是有益的，咱们给初学的作者
安排作业的时候，我建议不要安排去临那些小古
玺，去刻得很小。因为从篆刻的实践来看，从我自
己多年和我的朋友多年的创作实践来看，从大印
到小印容易，但是从小印到大印难。您能刻大印，
再回过头去刻小印，这个相对容易。但你刻惯了
小印，每天小印慢慢琢磨，像绣花一样慢慢磨练的
作者，让他刻一个四公分的大印，他肯定放不开。

所以对初学者来说，开始就锻炼一下力量，锻
炼一些您的磅礴之气，我觉得比较有利。

5.篆刻“唯力不败”。这什么意思呢？武林中
人有句话叫“唯快不败”，就是说您有千般武艺，但
是出手快总是不错的。那我把它套用到篆刻上，
我觉得是“唯力不败”，您注重作品的力量宣泄，表
现雄浑壮阔的气象，那是怎么也不会错的。

篆刻可以有好多种审美类型，雄浑壮阔是一
种，但是也可以是妩媚、流走、静默、端庄等等等
等。各种审美类型之间，本身并没有上下、高低、优
劣的区别，不能说哪一种审美类型就高级，哪一种
审美类型就低下，没有这种差别。但是我觉得在突
出作品的震撼力，强化作品的视觉效果方面，追求
力量的宣泄，表现壮阔的气象，那是事半功倍的。

也许我们可以举例子打个比方。齐白石先生
的字是学的什么？我不是说篆书，篆书大家都知
道，篆书他是从《三公山碑》里化出来的，我说的是
他的行书，他题画的字，他诗稿的字。也许你们知
道，但是我眼浊，说实话我看不出来。刘海粟先生
的字是学什么，你看得出来么？我也看不出来。还
有更有名的、咱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黄宾虹先生的
字，他的诗稿的字、他的题画字学的什么，你们看得
出来龙去脉吗？包括如雷贯耳、大名鼎鼎的吴昌
硕，他写的字充其量咱们就看出线条有石鼓文的雄
厚，但是结体、姿态写的哪一块碑、临的哪一本帖？
说实话从他的作品里面，我也看不清楚。

（待续）
（本文系中国书协2020全国基层书法教师网

络公益培训微视系列讲座内容摘要）

潘善助：各位同道，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
中国美术学院副校长沈浩教授莅临上海书法大讲
堂为我们做第五讲，“书学之路——中国美术学院
书法专业发展历程”。

大家知道，当代中国的书法专业教育是从中国
美术学院起步，1963年的本科、1979年的研究生教
育、包括90年代的博士生教育，整个中国的书学之
路从中国美术学院开始。今天非常难得请到沈校
长，也是我们上海书坛期盼已久的，我们觉得上海
书法的发展一定要仰仗高等书法教育，相较而言，
上海的高等教育资源在全国都是比较好的，我们有
很多985、211的名校，公私立大学达到达到62所，
但是开设书法专业的高校却并不是很多。

经过几年的发展和努力，我们已经有上海师范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所
大学的书法硕博教育已有一定成绩，但是总体讲我
们的规模、我们的师资队伍、教学特色都处于发展
的起步阶段。

沈院长的讲座一定会带给上海书法人，尤其是
从事高等书法教育和其他门类的书法教育人士来
说有很大的启发。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沈院长为我们进行分享。
沈浩：各位同道，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来到上

海跟大家汇报书学之路——中国美术学院的书法
专业发展历程。我想在汇报书法专业之前，引用当
年蔡元培先生在国内艺术院成立时候的一段讲演，
实际上这段话是激励中国美术学院92年发展的一
个核心要义。

蔡元培先生是这样讲的，艺术是创造美的、实
现美的，西湖既有自然美，必定要再加上人造美，所
以大学院在此地设立艺术院。宗教是靠着自然美，
而维持着他们的势力存在。现在要以纯粹的美来
唤醒人的心，就是以艺术代宗教。

初衷是以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真正地完成人
的生活，所以我们的艺术教育直达的是人的心灵和
生活。这可能跟我们今天的艺术教育是有一定的
不同的，但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其实始终是沿着蔡元
培先生的理想在不断努力的。

中国美术学院目前共有4个校区，在杭州一共
是3个校区，在上海张江有一个校区，今后可能会
调整作为我们学校的以设计为中心的研究所，这是
我们一个基本校区的布局。学科一共有5个，美术
学、设计学、艺术学理论和戏剧影视，另外建筑学是
我们现在放在工科门类下的艺术的招生。习近平
总书记在浙江工作的时候，到浙江两个月之后就到
了中国美术学院来视察，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的期望。

这么多年来，美术学院作为中国第一所高等的
艺术院府，中间92年的历程，是不平凡的一条道
路，这条道路当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就是我们
的书学之路，这条路是从1963年开始的，它开创了
新中国的高等书法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代
表了中国当代书法教育与学科发展、学科建设的发
展史，也代表了培养系统的学科的基础，人才的规
格、当代拓展的基本轨迹和方向。

当时建这个专业，实际上源于潘天寿先生在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两度去日本，回来之后有非
常深的感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书法艺术，在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一种凋敝的状态。
20世纪上半叶到建国初期面临各方面危机之后，百
废待兴，书法艺术人才极度匮乏，书法的生态、生成

状态岌岌可危。
基于一个传统文化保护继承的立场上，潘天寿

先生呼吁开创书法专业。在一次文化部的教材会
议上提出了建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最
后由文化部委托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开办第一个
高等书法教育专业。

那一代老先生响应国家的号召，担负着民族文
化救亡的历史使命，走上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舞台。
由陆维钊、沙孟海、朱家济、方介堪、诸乐三、刘江、
章祖安七位先生组成了教师团队，定位就是“为往
圣继绝学”，带着崇高的目标来创建我们的书法专
业。

在这之后，发展形成了中国美术学院的一种核
心的精神传统，就是在深入研究中国书法传统的基
础上，固本培元、以学养书，议论与实践兼重，继承
与创新并举。

从1963年到今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有这些重
要的事件。1963年，1962年开始筹备，1963年开
始正式招生，奠定了中国书学应学教育的基石。
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就是1979年开始了中国首
届的书法专业的研究生的教学。1985年率先在全
国恢复了本科专业的教学，逐步形成了国美的模
式，在全国具有示范性和广泛性的影响。1996年，
获批书法博士教育，完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
的完整的教学体系。1993年，在教育部申请了博
士点，当年的教育部的办公室主任讲，考虑到本科
和硕士都是在杭州建立的第一个专业、招生点，博
士就考虑是否就留在北京了，所以，1992年 1993
年刘先生和张先生首先提出的建立博士就被压下
来了，1995年欧阳先生的博士点一批下来之后，第
二年张先生就开始了中国美术学院的博士的招
生。2001年，我们又率先建立了独立建制的书法
系，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当时的书法专业基本
上，或者在美术或者在文献或者有的甚至在建筑
专业招生，而书法系独立的设置是具有标志性
的。另外，2009年我们又在全国率先在本科层面
开设了理论专业方向，这个可能目前为止在全国
还基本没有跟上。

这个是57年期间我们中国美术学院的书法发
展的历程中的一些大事件。

国美书法专业的基本的品格，第一条就是“为
往圣继绝学”，这是在时代发展中的危机意识和使
命精神，这样的一种精神时刻提醒着每一代的国美
的书法人，如何去看待我们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

第二个“固本培元”，以学养书，研史通今，理论
与实践并重的研学传统和学者风范，这样的精神从
哪来的呢？就是从陆维钊先生这一代人所确定的
对设法专业建立的自学的精神、方法、理念。

第三个就是“和而不同”，书艺创作的独立意志
和多元格局。我们考虑的问题的一条线或者它的
主线是深入中国传统书法的核心的传统的命题，另
外是多条的向外拓展。无论是学院派也好，现代说
法也好，都是书法领域受到充分关注以及热议的学
术探索和学术思想。

在中国美术学院一直保持着深入传统同时和
而不同多元发展的一个格局。

回到起点，当年建这个专业的时候，可以讲筚
路蓝缕，敢为天下先。1962年8月决定了在中国画
系筹备书法篆刻专业，高等书法教育从此打开序
幕。

当时七位先生这样分工，陆维钊先生是学科负

责人，讲授书法、语文等课程。朱家济先生讲授书
法，朱先生的学问也非常深厚，是那一代先生作学
问的典范。诸乐三、方介堪先生讲刻印，沙孟海先
生讲印学史，刘江、章祖安协助授课。

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老先生们为这个专业建
立了非常高的教学标准和理念，他们当时从聘请教
师到建立这个教学的培养方案、教学大纲都是在广
泛的讨论、反复的研究的基础上。

教学理念和思路上，以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
化为核心，坚持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强调全面系统
科学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美术学院几十年教学中的
核心价值，一直引领着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
业的建设。

当时书法专业筹备工作的一个报告，教学的方
案：培养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
主义道德品质、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
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
产劳动，实际工作的历练、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
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理
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中国共
产党的文艺方针，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人才培养，立
德树人。

新的时代的艺术教育回过头还是这样的原点、
初心，回到了我们如何培养人，而中国艺术教育后
面慢慢变成了技术人才的培训、培养。某种意义上
来讲，和当初的初心偏差了。

当时是“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一种教学方
法，注重在统一的教育理念上的因材施教。我们形
成了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教师示范，给学生留示
范作品，这不仅仅是一件作品的留下，更是一种精
神的传承。强调教学大纲和课程规划制定的科学
性、专业性。我们今天看每一件作品的时候，都要
有回到书法史的大背景的意识，去观察每个个体的
价值和意义。一个书家的作品，它不是孤立的，它
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认识观、价值观。

我们讲究人才培养的水到渠成，全面扎实的基
本功，不急于求成。学生要临古人名家的范本，不
要学老师的作品。要重视人格教育，若要把字写好
必先做好人，话讲得很朴实，但这都是从传统中来
的。

陆维钊先生讲，平时能看出实物表象的美丑还
不够，还应有辨别事物是非的能力，还要学会处理
生活事物的能力。

潘天寿先生讲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
读书是最重要的，而且不光要读书，读书只是一个
表象，以文化人，关键是化，教育关键是育，四分读
书，以读书来浸润我们的写字和画画。

沙孟海先生讲，作为一个书法家，一方面要了
解文字的结构和书体源流，借鉴铭记，熔铸古今，推
陈出新，自成风貌。另一方面还要转益多师，要有
字外功夫，更要有崇高的人格修养。

书内之学，书外之学，书内之学就是立足于宏
大的书法史观和广博的艺术史知识，充分重视继承
传统。书外之学就是结合文史修养和学术修养进
行艺术创作。

强调立志，沙先生讲，抗志希古，不与时人比高
下，而要立志与古代书家争先后，继承为首，不轻言
创新。关于创新和创好这两个问题，沙先生也讲
过，创新容易创好难，新不等于好，要在充分继承的
基础上的创造与开拓。

老一辈教育家勇于在逆境中坚持传统价值，高
擎理想主义的大旗，奠定了书法学科教学的大格
局，为后人树立了标杆。

高屋建瓴，时代标杆。这个是1979年的研究
生教育。

1979年沙孟海、陆维钊、诸乐三三位先生合
作，请刘江、章祖安先生五人指导小组招五名研究
生。1979年暑期陆维钊先生为首届书法研究生首
定教学纲要，就是关于书法的60个问题。这60个
问题，从专业本身到所谓的书内功、书外功，到人的
教育，到人如何走到社会去，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考
虑到了，我们教学的格局、深度都在里头。

1980年陆维钊先生去世，沙老接过了这个重
担，《至刘江书》的几个重要的内容：一个是重视对
小篆形体的研究；二是重视对正楷实践的训练；三
是强调学问对于书法的重要性；四是强调以目录学
为核心的古代文献检索、阅读能力；五是虚心求学，
抗志希古。

他们坚持教育的导向，重视对传统的继承和发
展，坚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浙江美术学
院发展有两条线：一条线是林风眠先生的中西融
合；还有一条是潘天寿先生讲的两风并立，中国有
中国的高度，西方有西方的高度，拉开距离，两风并
立。我们传统艺术里面主要延续的是潘天寿先生
的理念，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对传统
的正确的理解、正统的传授，书法史的系统研究、理
论和实践研究的紧密结合。

首招书法研究生的重大意义：它是延续和发展
既有的教育的成果，保护和弘扬书法篆刻专业的学
科精神，开辟了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和当代书法发展
的崭新的阶段。

坚持传统，锐意进取。我们硕士研究生的招
生，1987年开始到2002年，共招7届，23名。2004
年之后，硕士研究生招生便常态化了。教学的重点
和特色是培养学科研究所必须的研究意识、研究风
气、研究方法和专业技能等相关能力。系统提升专
业知识、技能，凸显独立创作、研究的能力，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

研究生教育是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篆刻高等教
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本科教育如同坚实的基
座，研究生教育即为于基座上展示学术高度和艺术
前瞻的金字塔之上层。

多元发展，和而不同。1996开始第一届博士
研究生招生。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特点，立足中国传
统文化，专题研究与实践能力的培养齐头并进，强
调深远的书法史观，广大的学术视野，突出的书法
篆刻创作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具备深远的书
法史观和广大的学术视野，有较强的书法研究的能
力。

固本培元，含宏广大，讲的主要是本科教育、继
续教育和国际教育。我们的国际教育1979年开
始，是“文革”之后全国第一批招收外国学生的高
校，1982年在全国开办教师进修班，1985年恢复本
科招生，1994年开办成人大专，2001年独立建系，
2009年单独设立了书法学与教育专业。

按照原来的设想，书法专业本应是理论和实践
两手都兼顾的。但是随着教育环境、生源发生变
化，全国招生的情况基本上以实践为重，重实践、轻
理论的情况比较普遍，针对这样的一种现状，学校
2009年在本科单独设立了理论专业，在理论专业方
向当中将实践和理论的比例做了适当的调整。立

足点就是站在书法学自身的立场上来构建我们理
论的人才的培养。

继承中的思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专精与综
合相结合，基础与个性相结合。80年代初期，我们
强调的是远离纷扰，潜心学术，精心创作，字外功与
基础。恢复了本科招生到上个世纪末，我们强调的
是执守传统，立足经典，强调基础，注重学养。21世
纪是坚守传统，陶冶性灵、固本培元，坚持特色。里
面略微有一些调整，以适应时代的需求，适应生源
的状况，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

中国艺术的传统教育实践的创作是基于对史
的重要研究的背景下来展开的。中国美院的每一
个专业的创作实际上都时刻以“史”的研究为背景，
是我们实践教学始终能够深入传统艺术内蕴的一
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和根基。

我们始终保持着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术品
质、一流的教学水平，建设一流的书法文献与师范
教学中心。引领书法学科向着文人画和学科教育
完美结合的方向迈进，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批有诗
性、有风骨、有内在修为的文化人，既能接续中国传
统文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又能在当代学科教
育培养下充分展现探索精神，具有时代引领意识和
社会责任感，是历史使命感的学者、书法家。

当前的高等书法教育迅速发展，发展的规模之
大速度之快，从60年代是星星之火，到今天万山红
遍。前几年统计过，到目前为止可能有近三百所高
校在招收不同层次的书法的学生。但是平心而论，
书法学自身的建设还是比较薄弱，在高等教育当
中，书法学依然是很大程度上嫁接在别人身上的一
个方向。如何站在书法学自身发展的立场上去构
建我们自身的学术研究的构架、课程的框架，值得
我们进一步思考。

所以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才是寻求自我突破
在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正确思路，艺术教育人才
培养具有特殊性，只有将这种特殊性置于肥沃的学
术土壤里，才能体现出自由开放的姿态，使书法专
业能够不断在日新月异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引领时
代的潮流。

最后，用沙孟海先生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汇
报，也是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作为书法学科当中的
老师也好、学生也好共同努力、思考的。

我们今天从事书法篆刻艺术，并不单纯为了涵
养胸襟、陶冶性灵，更重要的是为了使书法篆刻艺
术及其理论符合国家、民族和时代的需要，更好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要使这门古老
而又为现代人热爱的书法篆刻艺术发扬光大，使之
顺着时代前进的潮流向更高更新的方向发展。不
仅仅是才、学问题，更重要的是识，即需要认真学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它来指导书法篆
刻艺术的理论研究。

我想，沙老的这段话，虽然是写在70年代末80
年代初，但是今天依然是我们开展书法学科教育非
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取向。我们办那么多书法专业
为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多培养出一些能写
出漂亮字的书法人吗？能够让这些人手上更有一
些手艺？我想，不仅如此。沙孟海先生和一开始蔡
元培先生的一段话都非常值得我们深思，非常值得
我们书法人去思考。

我想，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本文系沈浩老师在上海书法大讲堂上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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