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浩，1973 年生，籍贯杭州，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学术

委员会委员、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书记兼副院长、书法

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浙江

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理事，浙江省书法教育研

究会副理事长等。

1991 年~1995 年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书法

篆刻专业，本科毕业并留校任教，后分别于 1999 年、2004

年在职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书法篆刻

作品曾荣获浙江省首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特等奖“陆维

钊奖”、浙江省第二届全浙书法篆刻大展金奖、全国首届

扇面书法艺术大展二等奖、西泠印社第三届国际书法篆

刻艺术大展“西泠印社奖”等。2007 年入选中国书坛首

届“兰亭雅集”，并荣获“兰亭七子”称号。作品被中国美

术馆、浙江省美术馆等各级艺术机构和私人藏家收藏。

他

鲁大东，名齐，号启明、夷窠，1973 年生于山东烟台。

1991年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书法篆

刻专业。2002年起，入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攻读书法方

向硕士、博士，导师王冬龄、朱青生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1990 年代开始参加过一些展览和大赛，得过一些奖

励，觉今是而昨非。参与当代艺术。最早学画，以后还会

画。觉得艺术史最有挑战性，厌恶假国学。1995 年开始

参与摇滚乐活动，现在是与人乐队主唱，出过两张专辑，

不定期演出。喜欢交朋友，笑骂由人。

他

作为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主任和博士生导师，沈浩在多

年的教学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来自海外的“洋徒弟”，其中不少

来自欧洲国家。不过，这是他第一次尝试用欧洲的文字创作

书法，而且一下就写了三个大语种：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

语。

“从前，法国、意大利的学生来我这里，都是兢兢业业学习

汉语和正统的汉字书写，想不到有一天我会用他们的语言来

写字。”沈浩笑言。

G20 峰会给书法家打开一个新世界大门，书写外文字母

是什么感觉？

“很新鲜。”沈浩说，“欧洲的文字，笔画圆润，线条流畅，要

写得好看就要讲求一种流动感。而中国的汉字是象形文字，

我们的文字结构更复杂，需要讲求节奏感和韵律。这两个的

书写体验是很不一样的。这次我写的中文欢迎，特意选了简

体字，与平时的书法创作也有不同。”

的确，在沈浩的书房里，记者看到他新创作的满地作品，

别说简体字了，连普通的繁体字作品都不多见，基本上不是小

篆就是大篆。在职业书法家眼里，可能越古的文字才越有韵

味。

不过，为了迎接 G20 峰会的各国嘉宾，沈浩欣然提笔，写

起了平时很少写的文字。

书法家要拿出自己满意的作品，都是要好好规划一番

的。简体的“欢迎”，他就写了好几张草稿。

外国文字更是需要练习。虽然，沈浩认为法语、意大利语

和西班牙语的字母相对中文来说，都要简单一些。

“我觉得用外国语言来表现书法魅力是个很有趣的创意，

尤其是在 G20 峰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场合上。”沈浩说，“文化

的传播可以是很纯粹的，也可以是交融的。从前我们去国外

做展览，大多是展示很纯正的中国书法，西方人也能接受。不

过这次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他们看懂书写的内容，可能会形成

更好的传播效果。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

在位于转塘的新工作室里，鲁大东拿出刚刚定制、用于书

画小品的画纸，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印地语文字，执笔开写。至

于为什么定制这样的一批画纸，“好玩儿呗。”

在鲁大东眼中，一切以好玩为准则。

对他来说，用书法写外国文字并不新鲜。“以前写过《心

经》（梵语），也帮认识的博物馆刻过方印，上面有世界各国的

语言。”

鲁大东第一次用书法写外语，是在大学读书时：“大二、大

三的时候吧，第一次写的是英语。那时我发现一个奇葩的书

法家叫邓尔雅，他喜欢用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刻印章，包括少数

民族文字。当时我模仿了很多。”鲁大东说，写外语并不是什

么难事，“你就把它想成一个篆书嘛，大篆就行了。”

这次除了印地语，鲁大东还写了俄语。“俄语特别长，一开

始划了线排版，结果写错了，而且后来看看写得太拘谨了，决

定不排了，就放开写，然后就写对啦。”鲁大东说，“俄语要写得

萌一点，因为俄罗斯的动画片很好，前苏联时期出了一大批尝

试各种形式的实验动画，这和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像，那

时中国也拍了一批特别牛的动画，比如水墨动画，当时还请了

我们美院的卓鹤君、吴山明老师画呢。”

鲁大东很早就在美院给留学生们讲课，“西方人写篆书、

草书，其实和中国人是一样的，最初看到的都是一堆线条，甚

至西方人可能看到的更纯粹些，就是纯线条，图像。”鲁大东随

手拿了一张纸，用毛笔蘸了墨，“比如写英文的welcome。我

们那时候让留学生写，一开始是要打消他们对书法的恐惧。

所以就让他们先用毛笔和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写自己的名字，

写好后，我让他们把纸竖起来看，这就是草书嘛，文化交融并

没有那么难。你拿这个 welcome 给留学生们看，让他们猜

这是什么字，他们得猜半天，像不像草书的‘无可无不可’？”

鲁大东说，这种经验慢慢成了一种门道：“教西方人学书

法，首先就是打破他们对汉字的心理恐惧。有些老先生教西

方人书法，一上来就跟人说，中华书法好几千年的历史，先把

人吓死了；还有些傲娇的老先生会说，中华书法博大精深，你

们外国人是学不会的，这就先把门关上了。但后来我们做了

交流之后就发现，一旦换一些角度去做，很多西方人是可以在

很短时间内就进入书法大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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