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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书法教育的浙江模式 

沈建锋，曾盈村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会计系，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浙江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浙江书法鲜明的传承脉络与风格特征，孕育出一批引领书坛的书法大家。

在结合古代书法教育和浙江文化历史的背景下，研究浙江古代和现代书法教育的各类模式，对繁荣浙江书法艺术文

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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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浙江书法鲜明的传承脉络与风格特征，孕育出一大批引领书坛的书法大家，特别是浙江书法

60年的历史，鲜明地印证:人才离不开教育。高等教育模式的先导、书法社团模式的助推、书法组织模式的引领，已成为浙江书

法繁荣的原动力。浙江书法教育模式，对于繁荣浙江书法艺术文化、培育浙江书法新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古代书法教育的基本模式 

古代书法教育形式比较单一，大多是师徒传授，书法教育主要为科举考试和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根据甲骨文考古(甲骨文中

曾出现相同的文字行列，一行技法熟练，另一行则较生疏)推断: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书法传授的迹象，可能为书法教育最原始

的起点。随着古代农牧经济的发展及封建统治的需要，开始出现了民间办学(亦称“书法私学”)和官方办学(亦称“书法公学”)

两种形式的书法教育体制。 

书法私学，在古代又称私塾，主要为私人开立的学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开办私学，后得到推广，逐步兴盛。至

两汉，私学已成为古代封建社会具有代表性的学校体制。私学有别于当代民办私立学校，它具有以下特征:一传多，即一个教师

同时为多名学生传授技艺，没有分科体系;个别教育，呈现师傅带徒弟的格局，不具广泛性;缺乏教材，教育意识和文化知识不

具统一性。 

书法公学，起源于西周，兴盛于汉代，主要是指皇室及封建统治阶级在其开立的学校中开设书法教学课程(科目)，例如汉

代“洪都门学”、唐代“弘文馆”、宋代“专科学校”等。
［1］

汉代的公学已初具规模，尺牍、辞赋和书画是主要的教学科目;“洪

都门学”开创了世上最早的艺术教育学校体制。 

在开办私学与公学的前提下，书法教育内容主要分为“字书教育”和“法帖教育”两种。“字书教育”主要指开展规范字的

识字和书写训练的教育，起源于西周宣王时代;“法帖教育”则是以西汉末年陈遵的尺牍书法被赏阅收藏为起始，书家作品逐步

成为与字书并列的习字范本。字书重在识正字，而书家作品最终成为习字的重要依据，这是由“翰墨之道生焉”促成的一种普

遍现象。 

二、浙江书法教育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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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

文化精神。”
［2］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从经济、政治、科技，还是从文化、艺术来说，浙江都是一个重地，素称“文物之邦”。 

浙江悠久的文化历史创造了书法浓厚的艺术底蕴。浙江七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所凝聚的文化精神与气息，是书法文化艺术得

以依存的重要根基。从上山到河姆渡、良渚，从赵国鸟虫书、青铜文化到宋、元碑帖，从明清藏书楼至西泠印社等，都喻示浙

江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成为书法发展兴盛的巨大动力。浙江书法大家不胜枚举，东晋至唐朝的王羲之、王献之、虞世南、褚遂

良;宋代的杜衍、林逋、吴说、刘焘、沈辽、陆游、唐询、钱勰、赵孟坚;元明清时期赵孟、杨维祯、吴镇、徐渭、倪元璐、宋

濂、金农、陈洪绶、沈曾植、赵之谦、吴昌硕等。新中国成立后，书法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得到国家的重视和倡导，以西泠印社、

中国美术学院为代表开启了浙江书法艺术文化的新局面，涌现了沈尹默、李叔同、马一浮、张宗祥、丰子恺、潘天寿、陆维钊、

沙孟海、诸乐三等书法领军人物。 

浙江浓厚的书法艺术底蕴，引领书法教育行进的道路。浙江的区域文化是浙江书法进程的主要影响因素，这种文化所蕴含

的精神品质应是兴盛书法教育的根本动力，从中衍生出众多书家;而兰亭、西泠印社、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等组织

机构，便是从事艺术研究、创作、教育的重要载体。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浙江书法 60年的繁荣昌盛，特别是改革开放 30年来，

当代书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书法语言的多维度探索以及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创新方面，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让人惊

叹。书法精英人才的产生，必须要有一定的人文环境和特定的教育手段与模式。浙江书坛精英的不断涌现，得益于浙江的经济

与社会环境以及独特的培养模式。 

三、当今浙江书法教育的基本模式 

(一)高层次教育模式 

1．学院体系 

1963 年，中国美术学院创设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史上第一个书法篆刻专业，标志着中国书法教育由传统师徒授受式向高等教

育专业化道路的转型，喻示着中国书法专业教育时代的到来。1979 年，中国美术学院招收中国第一个书法硕士研究生班，标志

着书法学与其他学科一样，有了自己的专业化高端人才。2001 年，中国美术学院创设中国第一个书法系。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

业经过 47年的发展，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以及函授生、研修生、留学生等不同教学层面的学科体系与教学特色，为国家培

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书法篆刻专门人才。在书法热的几十年中，中国美术学院的书法毕业生思想活跃，频频获奖，成为引领全国

书法思潮的一股重要力量。经过数十年发展形成的“国美教学模式”，对当代高等书法艺术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浙江

大学也于 2001年开始招收从硕士到博士学历的研究生，并在其古典文献学博士后流动站接收书法史和文献研究的博士后学者。

此外，以兰亭书法学院为代表的专门书法院校培养专门书法人才，以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为代表的综合院校培养综合性的书

法人才。浙江以其前瞻性、开放性和实验性建构起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的新机制与新体系，对浙江书法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推动作

用。 

2．工作室体制 

何谓“书法工作室”?书法工作室应该是书法艺术家或书法教育工作者单独或者以其为首带领及管理一个团队，在对书法艺

术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以创新的理念、严谨的意识、开阔的思路、精湛的技艺和科学的管理，专业从事书法艺术研究、创

作、教育的场所或品牌名称。许多书法工作室是为了共同的理想、愿望、利益等而共同努力的集体，一般没有资金进行企业注

册;或者人员较少的书法团体常以工作室的名义存在。工作室的教育规模一般不大，成员间的利益平等，大部分没有职位之分;

有些工作室由室长统领，大部分教育事务由成员一起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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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工作室的书法教育优势在于结构小、成员少、专业性强且教育比较集中，有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较多的知识和技

艺。大多数书法工作室是由在校书法教育工作者、书法艺术名家组成，书法教育注重人文理念和艺术修养，把握传统艺术精神，

借鉴当代艺术观念，启发学生创造性思维，鼓励多样化的作品风格。通过书法教育，研修书法技法及其内涵，可以培养出具有

较高人格素质与创作能力、致力于发展当代书法艺术事业的艺术人才。 

3．社会力量举办的“名师培训班” 

培训班是指致力于提高学员某种知识、技能或改善学员某种心理状态、习惯而举办的一种培训活动。在当前竞争激烈的环

境下，拥有一种好技能，展现自己较高的素质水准就能够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社会力量举办的“名师培训班”，属于非企业性质

登记注册的社会办学培训形式，一般规模较小，但内容的涵盖面较广(兼容初级和高级)，形式上具有短期特训和长期教育的特

点。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浙江省的各类书法名师培训班，是由各类高校、社会艺术界具有一定威望或较高技能的书法教师、

从业者组织的培训活动。这种培训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浙江省书法人才的培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普及性教育模式 

1．中小学书法教育 

中小学的书法教育不仅在于训练学生写一手干净整齐的汉字，更重要的是通过书法教育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文字、历史、

古典诗词，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激发学生热爱祖国文化、热爱学习和生活的思想感情。《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

的书法教育在当今中国基础教育中已被广泛运用，此举对于学生的人格塑造、创造力培养、审美素质养成等方面的影响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浙江省一些学校意识到书法教育的意义，已经积极探索教育模式、推广书法课程。如宁波、绍兴、萧山地区都

把书法作为艺术特长专业，在中小学升学中加分，因此青少年的书法学习成绩很好。绍兴县把书法基础教育作为“走内涵品质

发展之路”的一个重要载体，从 2009年起实施书法教育“211工程”，力争利用 3年时间，通过“工作组织领导化、教学课时科

学化、书法教师专职化、课程教材本土化、校园活动社团化”的教育模式，在全县教育系统创建 20 所书法特色学校，发展 100

名市级以上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培养 1000 名书法特长生。2009 年，在浙江省学生书法专业的特长考试中，有来自全省 12 个地

市 2000多名艺术特长生报名参加，展现出书法艺术普及教育的蓬勃朝气。 

2．社会机构书法教育 

社会机构开展的书法教育，主要指的是由社会力量筹建开办的教育机构，如青少年宫、登记注册成立的各类文化培训部等

所开展的书法教育活动。“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教育的重要领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广阔

天地。以公益性、思想性、趣味性、科学性为指导思想，以少年儿童的兴趣爱好为出发点，以整个社会为大课堂，以实践体验

为特征的各类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活动，是青少年宫等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渠道、载体和教育模式。”
［3］

青少年

宫作为未成年人校外受教育的场所具有公益性质，体现了面向未成年人、服务未成年人的基本思想。各类书法教育活动主要以

普及性为主，比较符合青少年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教育内容与思想道德实现有机结合，体现基础性教育的特色。 

在中央“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十六字”方针指导下，我国社会力量办学已初具规模，对于改

善办学条件、增强教育供给力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企业性质登记注册成立的各类文化培训部，是属

于办学规模较小的一种类型，起步相对较早，浙江省内各种类型的文化培训活动已经数以万计。开展这种教育活动的优势在于

资源集中、针对性强、灵活性高，同时具有很强的行业竞争氛围，这对于业余时间缺乏教育的家庭子女而言是一种有价值的选

择。这种教育模式固然受到广大家长的欢迎，但目前尚缺乏行业监管力度，极少数机构打着“名教师、高质办学”的旗号从事

商业收益性活动，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密切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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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间书法社团教育 

民间书法群落可谓当代书法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从浙江社团史的视角来看，浙江区域有着良好的文人雅集传统，

从兰亭雅集到西泠印社，显示出浙江书法人的团结精神与文人情怀。目前，浙江各区域的民间书法社团形成了多元化局面，迎

来了最佳整合与发展期，各地市都出现了一批代表性的民间书法社团，其中温州的“会文书社”模式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会文

书社”是以生活、工作在温州和在外温州籍青年书法家组成的民间书法团体，现已发展社员 36 人。他们当中有高等艺术院校的

专职教师、从事艺术工作的专业人员、机关干部和普通教师。2001年，“会文书社”在温州首次举办展览;2002年，创办会文国

学班;2003 年，创办“会文书法网”;2004 年，创办会文书社社刊。此外，“会文书社”从成立伊始，坚持每年举办雅集活动。

雅集内容包括创作交流、导师讲座、游览名胜等，足迹遍及浙南胜地;雅集活动资金由社员自筹，不带商业色彩，保持雅集的纯

洁性。2010年“会文书社”携 9年成果在杭州恒庐美术馆集体亮相，展出 3位顾问和 36位社员书画篆刻作品近百幅，同时展出

书社成立以来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既有社员的学术专著、文集、作品集，又有参与主编的重要文献、策划的重要展览、主持

的学术课题等各方面成果，立体地反映了会文书社“弘扬国粹，传承文脉，正身潜修，以文会友”的社旨追求。此外，丽水的

“龙渊印社”、绍兴的“兰亭书会”等等，也是办得比较好的民间书法社团。浙江民间书法社团不仅是当今民间书法群落艺术生

态的一个缩影，而且整合了各区域的书法力量，是促成浙江书法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载体与力量。 

参考文献: 

［1］郭红全．古今书法教育教学模式之比较［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2009，4(6):111－112．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M］．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 

［3］徐建生．关于青少年宫开展校外教育实践活动的几点思考［J］．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7，(1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