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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
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汉字本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
载体，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它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
历经几千年仍然熠熠生辉。

从这个角度来说，弘扬中国书法就是弘扬中华文化。这是文
化工作者的使命担当。针对当前中国书法面临的实用性减弱、功
利性张扬、浮躁风气弥漫、现代科技冲击等 4个危机，我认为，应
当在书法的“五化”上进行一些探索和实践。

一是书法管理法治化。中国书法列入了联合国 《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政府有责任兑现自己的承诺，认
真履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于书
法这一中国文化瑰宝，中国各级政府应从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
传承、创作、欣赏书法的文化权益出发，强化政府主导，积极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不仅如此，还
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文化领域深化改革的要
求，特别是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传承发展书法艺
术，把书法的管理、教育、培训、市场等纳入法治化轨道。要
坚持依法保护、依法治理，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
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书法企业、书法家个体等
的责任，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因素，形成传承发展书法艺术的
合力。

二是书法艺术大众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家。”如今，中国书法已从文人墨客的“专利”发展成为最具群
众基础的艺术类别之一。应该顺应大势，用好机遇，力推书法
艺术大众化，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参与书法艺术的浓厚氛
围。从孩子抓起，让书法走进千家万户。

三是书法教育普及化。各级群艺馆、文化馆是群众进行文
化艺术活动的场所。培养、普及书法艺术是重要职责，要通过
辅导、培训、展览、比赛等形式，进行书法艺术的普及，即使
产生不了多少优秀书法家，总可以使书法艺术的土壤更加肥
沃。只要有了肥沃的土壤，就会开出丰硕的花朵。

四是书法创作产业化。中国书法不是一种孤立的艺术，而
是和中华文化紧密相联、唇齿相依的。可以考虑探索书法艺术
产业化，在一些书法底蕴较为深厚的地方培育一些产业形式，
培植书法市场，其产品可以作为外交国礼，作为艺术收藏，带
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产业化带动书法艺术不断扩大影
响力，逐步提升群众书法的鉴赏力，反过来又推进书法家在创
作中逐步提高质量和水平。

五是书法营销科技化。积极利用新兴科技和网络平台，交
流、弘扬中国书法艺术。例如微信，其实就是一个传播平台，
是一个空中美术馆，通过这个媒体可以及时快捷地传播书法艺
术作品。如果我们在美术馆、展览馆办展览，受众是有限的，
而在微信这个平台上展示却是“举手之劳天下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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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院院藏作品展举行

中国书画院日前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崇德弘文”——中国书画
院成立一周年院藏作品展。作品展汇集了欧阳中石、李铎、沈鹏、刘
大为、王明明、李翔、胡宝利、王界山、贺成才、汪国新、郭兴华等
中国当代书画名家近百幅精品力作。欧阳中石、李铎、刘大为、李翔
等美术大家现场挥毫泼墨为本次活动题字，并对此次院藏作品展给予
高度评价。 （宣 如）

民革中央画院首届油画展开幕

“民革中央画院首届油画展”日前在北京中国油画院美术馆开幕，
为期一周的展览，共展出了以风景、静物、人物创作为主的80幅油画
名家作品。这些作品出自民革党内优秀油画艺术家、中国油画院以及
部分社会名家。民革中央画院成立8年来，在国画、书法、油画等领域
聚集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他们活跃在书画艺术前沿，成绩斐然。

（叶晓楠）

纪念中美建交35周年中国画展举行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与美国卡特中心共同主办的“走进卡特中
心——纪念中美建交35周年当代中国画作品展”日前在美国卡特中心
举行。画展集中展示了刘大为、吴长江、杜滋龄等31位中国当代美术
名家的30余幅水墨力作。此次展览所依托的“中国美术世界行”系列
活动，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在积极开展广泛的国际美术交流过程中逐渐
形成的品牌项目。 （文 心）

钟开天美术展在国博举行

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云南省政府、云南省军区主办，云南省
文联、云南省美协承办的 《钟开天美术展》 日前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
馆举行。展览展出的众多作品汇聚了钟开天40余年潜心创作的精品力
作，每一幅作品都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重新走向伟大复兴的思考、
追求和探索。钟开天是人民军队成长起来的著名军旅画家，长期从事
中国画、壁画、书法的创作研究。他以丰富的生活积累、扎实的绘画
功力、驾驭控制大画面的能力，弘扬中国艺术的汉唐雄风。

（贾振成）

咆哮吧，黄河！——八路军东渡黄河 （油画） 阎文喜作

目前没有统一教材

实际情况是，全国目前还没有一
套统一的中小学书法教材。不少省份
使用的都是自己编写的教材。

“现在的书法教材很多，据说有
30 多种。我们学校使用的书法教材
是教研组几个老师自己编写的。”书
法教师董立昌说起了人大附小的情
况。北京二中书法教师魏然介绍说：

“学校指定的教材是由首都师范大学
编写、华文出版社出版的那套。在教
学中，主要从欧体和颜体入手，柳体
用的很少，赵体要到有一定基础之后
再学习。”

教育部出台的《中小学书法教育
指导纲要》 里有“教学用书编写建
议”一项，其中对小学低中高年级、
初中、高中的教材编写，都有着明确
的要求。以对初中书法教材的要求为
例，提到“以硬笔行楷字书写练习和
毛笔楷书经典碑帖临摹为主体，适当
编入精要的书写技法指导内容，适当
融入书法审美和书法文化的内容”。

但落实到具体操作上，书法教材
编写工作由谁来主持？怎么调研？教
材的遴选和出版有什么标准？这些都
并不明确。

随着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普及，如
何选取合适的教材，不仅关系到中小
学书法教育的走向，也跟书法的发展
传承息息相关。

教材选择随意性强

对于书法教材的现状，《深圳商
报》记者杜翔翔在其《今日话题：反
田楷同盟》 中写道：“‘田楷’的字
帖、资讯已经占领了超出常人想象的
初学者人群，在很多二三线城市的书
店中，要找到 《九成宫》、《颜勤
礼》、《玄秘塔》字帖是很困难的，但

是如果想找到‘田楷’和以‘欧楷’为名、实则
‘田楷’的书籍却是俯拾皆是。”

而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的书法类书籍区，硬
笔书法主要以庞中华、司马炎、田英章等书家编
写的教材居多；软笔书法方面，田英章编写的教
材数量，则超过了同类教材的半数。可见，“田
楷”教材的确已占据了书法教材市场的很大份额。

而在被问及为什么选择“田楷”字帖时，一
位购书者的回答颇具代表性：“就是想让小孩儿练
练字。看到大家都在用这个帖来临习，也就随大
流买了。其实自己也不太清楚什么样的教材才是
好。”

可见，很多购书者在书法教材的选择上并没
有多少意识，选择也比较茫然，还需要专业的引
导。

培养美学认知更重要

书法教育主要针对中小学生，简单易学似乎
应该成为书法教材的基本要求。有人更明确地
指出，书法教育只不过是一种书写规范的培养，
其目的不是培养书法家。

如果以此来看待书法教育，则容易在选取教
材时变换标准，有所偏差。带来的后果，可能不
仅是文字书写缺乏规范，还有对书法的审美缺失。

针对上述问题，有学者明确提出，书法不仅
仅是把毛笔字写得更漂亮，也不仅仅只是技法的
学习。它更是个人素质和人格修养的体现；学习
书法也是审美情趣的培养。

中 小 学 生 的
书法教育，还处
于一个慢慢探索
的过程。好教材
的出现，绝不是
一 朝 一 夕 的 事 。
正如历史上的优
秀文化成果，都
是经历了岁月的
不断淘洗、修正
和传扬一样，合
适的书法教材的
出现，也需要不
断地摸索、实践
和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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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汉字特有的传统艺术，
书法的传承方式一直备受关注。教育
部在2011年提出《关于中小学开展书
法教育的意见》，又在 2013 年出台
《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但具体
操作上，还没有统一的方案。

日前，田英章所推出的“田楷”，
因或将进入教育部的中小学书法教
材，引起轩然大波。这背后所涉及
的，既有书法美学之争，也可能有利
益之争。那么，全国中小学现在使用
的都是什么样的书法教材呢？

《多宝塔碑》（局部）颜真卿

“大道传薪·金石为开——吴昌硕与 20
世纪写意花鸟画名家展”日前在中国美术
馆举办。时值吴昌硕诞辰170周年之际，中
国美术馆精选馆藏写意花鸟画佳作，以吴
昌硕为源点，汇集齐白石、潘天寿、陈师
曾、王震、赵云壑、朱屺瞻、王个簃、陈
半丁、来楚生、吴茀之、诸乐三、李苦
禅、王梦白、王雪涛、于希宁、崔子范等
16位 20世纪写意花鸟画大家的作品，既展
现了每位大家与吴昌硕之间的承变关系，
也勾勒出 20 世纪写意花鸟画探古出新、雄
健高昂的时代气象。

中国写意绘画源远流长，其自传统内
部更生发展的道路从未中断，而写意花鸟
一途更是生机勃勃，自明清以来逐渐演化
为时代主流，不断拓展历史新貌、深化文
化内涵，至20世纪则蔚为大观。

而海上巨擘吴昌硕则在继承古风、感
应时代的基础上，以其“重、拙、大”的
形式力量和“金石派”艺术的意趣特色，
拉开了 20 世纪写意花鸟画浑厚雄强、大气
磅礴的世纪新风。

此展立足当下中国画实践与学术研
究，旨在感受传统绘画自强不息的内在生
命，激发传统文化向现代演进的当代活
力，弘扬积极向上的民族与时代精神。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表示，展览旨
在使广大公众感受到传统绘画自强不息的
内在生命，在审美鉴赏中认识到传统艺术
精华的文化价值。他说：“我们要使收藏在
国家美术馆的大批优秀作品能够活起来，
能够成为我们今天认识中国艺术源远流长
不断创新的一个重要视野，由此来推动中
国当代艺术的创造。”绿梅 吴昌硕

吴昌硕花鸟大道传薪
杨 子

“南风北采——关山月北京写生专题
展”日前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展览展出
了关山月北京写生作品22幅和北京画院所藏
郭味蕖、陶一清、何镜涵等同时代画家的北
京题材作品数幅，这些作品既回溯了上世纪
50年代首都的人文景观，又展现了新中国成
立初期新文艺背景下，国画家们的思考与创
作，以及对首都新生活视觉形象的敏锐观
察。

关山月是岭南画派的代表性艺术大家，
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国画”改革的重要
践行者之一。1954年和1956年，出生于广东
的关山月先后两次赴北京写生，在他细致的
笔墨中，北海公园的红墙白塔、水面上嬉戏
的儿童，颐和园里古典的佛香阁、积雪的长
廊，甚至昆明湖旁垂柳的枝桠叶片，都如实

地呈现出来。“当时美术界普遍认为传统国
画只讲究意境，不如油画精确，关山月的写
实写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画转型的
重要探索。”关山月美术馆研究收藏部主
任、展览策展人陈俊宇介绍说。

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介绍说，与许
多同辈的艺术家相比，关山月对外部世界与
其生活时代的关注之情似乎更为强烈。“在
漫长的艺术生涯里，他不仅走遍了祖国的大
江南北，而且还到过欧美、日本、东南亚、
澳大利亚等地。晚年不顾自己已近九旬，还
到湖南张家界、云南、江浙采风写生，在去
世前的两个月还到过泰山采风。”陈湘波
说。关山月的写生活动贯穿于其艺术创作的
整个过程，他的所有作品也都是长期写生的
艺术升华。

关山月“写生”老北京风貌
晓 言

首都写生 关山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