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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玉涵

书法是日常艺术，开

始于汉字产生之际，年龄

以千年计。但很少有人知

道，书法作为一门学科进

入高校，才经历六十年的

时间，还十分年轻。

“书学之路——高校

书法教育 60 年成果展”正

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策展

人沈浩站在展厅弧形长廊

的入口，远远望着前方的

数字。

左侧墙壁上的“1963”，

标注出中国书法高等教育

的开端之年——60 年前，

在潘天寿先生的大力倡导

和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

等先生的共同努力下，浙

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

学院）创建了历史上第一

个书法篆刻专业。

“1963”一线延伸，直

到 长 廊 尽 头 望 不 见 的

“2023”，高校书法教育 60

年来的每一步，都在其上

有所记录。

沈浩又走到对面的照

片墙，那是他的老师当年

求学的场景。身旁展柜里

的文件始于 1962 年，会议

记录显示，老一辈艺术家

们为了即将开设的书法专

业讲授提纲，开会讨论了

一遍又一遍。

现代书法教育诞生于

一甲子前的那场抢救。

专业怎么开？老先生们摇着扇子商量

教育怎么办？271所高校开枝散叶

书学
潘天寿的担忧

20 世纪 50 年代末，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随中

国文化代表团赴日本交流，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在日

本的中小学课堂里，孩子们在欣赏书法、学习书法，社

会上的普及工作也做得不错。反观国内，他很担忧。

绘画系中国画科的毕业生，画得挺不错，但画完却不会

题字落款。“老先生们年纪都大，下面的学生还没有成

长起来，书法人才、传统文化人才极度匮乏。”

1962 年 3 月，文化部在杭州召开了全国高等艺术

院校教材工作会议。潘天寿在会议上直言：“现在学

国画的学生，不会在自己画上题字，这简直是笑话

⋯⋯国画系不但要学书法、篆刻，还应设为必修课。”

他呼吁：“现在中小学还不能开设书法课，但应在少数

高等艺术院校开设书法专业，以培养书法人才⋯⋯书

法篆刻艺术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须继承。要抢

救遗产，如果再不抓书法教育，就会出现后继无人的

情况。”

傅抱石等一众先生附议，会议最后决定：全国各美

术院校国画系应设书法、篆刻课，有条件的先开设，缺

少师资等条件的，积极创造条件早开设；试办书法专业

的任务就委托浙江美术学院去筹备。

潘天寿亲自组织了一个 7 人小组，筹备工作从

1962 年的暑假开始。小组要开会，学校提供了最阴凉

的一幢小楼的底楼，小楼后来成了医务室。来开会的

大多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先生，每次都准时到会，边摇扇

子边讨论。

除了浙江美院的老先生们，陆维钊还请来了杭州

大学（今浙江大学）的夏承焘、胡士莹、姜亮夫等文化领

域的著名学者参会。我们看到，首个书法专业的课表

里，国文课占到将近50%。

正式成立的书法刻印科与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

三科并列，陆维钊是科主任，刘江兼秘书。朱家济教书

法（楷），陆维钊教古汉语，章祖安协助，诸乐三教学篆

刻，刘江协助，沙孟海则是印学史论，临时来兼课的还

有方介堪（篆刻）、陆俨少、陆抑非、潘天寿、吴茀之等，

这是一个豪华导师团队。

因为是试办，首届书法专业的学生在美院附中毕

业班遴选了两名有一定书法基础的学生，他们就是金

鉴才和李文采。

陆维钊的60个问题

2003 年秋，中国美院举行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纪

念活动。许江在西湖边遇上了金鉴才。他说：金先生，

你今年40岁。

那一年，中国书法高等教育 40 岁。2001 年，中国

美术学院再次“为天下先”，将书法专业从中国画系独

立出来，成立了当时国内唯一的书法系，系主任是祝遂

之。

祝遂之是新中国首届书法篆刻硕士研究生之一。

1979年，浙江美院受文化部委托，在全国首招书法专业

硕士研究生。中国书坛著名的一枝五叶进校了：朱关

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陈振濂。

彼时，潘天寿已经去世8年，“栽培后学失班头”，80

岁的陆维钊要完成班头潘天寿未竟的事业。

他为研究生手订《教学纲要》60 条，列出了著名的

60个问题。从书法一般问题、刻印一般问题，到书法的

商品化问题、书法与中小学教育问题，直到中外交流问

题、创新问题。书法专业要“诗书画印”兼通，并外延到

文化史、考古学、文学、史学和哲学。直到今天，“通人

之学”，依然引领着书法专业的发展。

但陆维钊并没有把《教学纲要》印发给学生，只是

交给了章祖安保管，他认为“尚不成熟，不能作为书面

材料印发”，想以后再作修改。只是，再也没能修改。

五位研究生进校时，陆先生已卧病住院。1980 年

元旦后，他请大家来到病房，为五位研究生上了最后一

课：“不能光埋头写字刻印，首先要紧的是道德、学问”

“书法先平整通达，以后再求变化创造”“我一生工作

只做了一半，现在无能为力了，希望你们努力”。

1980 年，沙孟海离杭治病，给 5 位研究生写了一封

书信交由刘江代传，即《与刘江书》。他嘱咐了 5 件事。

第一条要求学生打好楷书的功底，第二条要求了解文

字的源流，其后要学生们在写字之外掌握一门学问，以

助于更好地认识中国书法。

他在最后写道：潘、陆二位先生创办这个专业，有

远大的理想，可惜他们已不在人间。现在书法专业只

我们一校，国家赋予的任务甚重，我们要特别珍重。

271所高校的百花齐放

这一次，展厅里的 360 多件作品，大都来自全国各

地各高校书法专业的老师。据统计，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我国 60 年来开设书法专业的高校约有 271 所。

沈浩和策展团队在策展时，明显感受到展品所呈现的

书法面貌的丰富性，这是展览不同于其他书法展的一

大特色。

这不仅仅是各种书体一应俱全，在风格上还做到

了既包含大量继承传统之作，也不乏个性鲜明的当代

创新之品。同时参展的各高校书法专业学科都梳理了

各自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招生情况和师资队伍。

改革开放之后，书法专业在全国院校之中生长起

来。1979 年，中央美术学院也招收了书法篆刻专业的

第一位硕士研究生王镛，导师是李可染、梁树年。1995

年和 1996 年，欧阳中石、章祖安又先后在首都师范大

学、中国美术学院招收了我国第一代书法博士研究

生。全国的书法教育体系在世纪之交逐渐完善。

2012年，沈浩从老师祝遂之手中，接任书法系主任

之职。2022 年，书法与美术并列为一级学科；2023 年，

中国美术学院成立书法学院。这一次全国高校书法教

育的成果展，正是由书法学院的师生共同策划完成的，

书法专业第四、第五代青年教师和学生正在其中。

当年潘天寿等老先生抢救下的书法一枝，逐渐长

成为一株大树，持续生长，枝繁叶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