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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美育，是介于写字技能教育和书
法专业创作教育之间的一种中层或中介
接转形态。它既不是作为文化泛基础的
底层结构，也不重实用书写，又不求登峰
造极的高度。它是希望通过一定的技能
体验，培养出一大批爱书法、懂书法、会书
法，但不必做名家大师的鉴赏家、评论家
兼实践家。这个群体，在当下的书法文化
界是最稀缺的。

陈振濂一直在倡导书法的美育教育，
倡导书法之美、汉字之美的体验与创造。
当下文盲虽然不多了，但美盲很多。作为
一名美育教育的践行者和传播者，陈振濂
说：“美育这个话题其实是永恒的，其他学
习艺术的虽对美盲也是反对的，但是它和
书法不一样，因为书法最初学习入门的动

机是写字，是实用的。所以，书法老是把
实用的基础当作是艺术的基础、审美的
基础，故在书法里面提倡美育，比在其
他艺术领域里要做得多一点，要不然我
们只会培养出一大批字写得很好、写得
很工整的人，但是没有办法判断哪个书
法是好的。”

对于现在的孩子参加一些辅导班去
练习写字，这种书法的教育，都是为了写
字，没有美育的内容。对此，陈振濂表示
遗憾：“没有美育，我觉得是个遗憾，当然
让孩子先写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不从学
写字引向书法的艺术，那他就是学文化，
不是学艺术。只有你把从学写字慢慢地
引向审美，让他真正往艺术方面走，这个
才是书法要做的事情。”

用陶瓷讲述黄河故事
黄河流域陶瓷展开幕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左丽慧）
为了用陶瓷讲述“黄河故事”，用陶瓷
展现黄河文化的雄浑强劲、源远流
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郑州大
象陶瓷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大河上
下——黄河流域陶瓷展”近日在大象
陶瓷博物馆开幕，百余件历代陶器，
带观众感受陶瓷之美，触摸黄河文化
的博大精深。

据了解，本次展览按时间共分为
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先秦时期的黄
河流域陶瓷，以黄河流域上下游的地
域和时间为顺序，陈展在南边展柜；
第二部分为汉唐时期的黄河流域陶
瓷，陈展在中间展柜与中立柜；第三
部分为宋元明清时期的黄河流域陶
瓷，以时间为顺序，陈展在北边展柜。

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负责人表
示：“此次‘大河上下——黄河流域陶
瓷展’，精选藏品 100余件，希望在给
广大观众带来视听享受的同时，也能
引发一定的共鸣和思考。”

传习经典，融古慧今
中华传统晒书活动启幕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秦华）
昨日上午，“传习经典 融古慧今——
中华传统晒书活动（河南·2020）”在
嵩山少林寺碑廊启动。

此次活动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主办，河南省图书馆、河南省古籍保
护中心联合全省 10家古籍收藏单位
共同承办，旨在通过展示中华传统文
化精粹，让陈列在黄河流域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活动围绕“弘扬黄河文化·石刻
与传拓”主题，结合古籍保护和河南
地方文化，分为“晒国宝”“晒珍藏”
“晒技艺”三大部分。

“晒国宝——珍贵碑刻展”，向广
大游客展示和讲解少林寺碑廊里保
存的唐宋以来的 125通著名原始碑
刻。这些碑刻不仅记载着寺院的兴衰
状况，而且在历史、雕刻、艺术方面都
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晒珍藏——珍贵
拓片展”展出11家参展单位的珍贵拓
片（拓本）86件（册）。其中，河南省图
书馆参展的清拓唐颜真卿楷书《八关
斋会报德记》、少林寺图书馆参展的
少林寺戒牒木版、南阳市图书馆参展
的《斜索戏车画像》汉砖拓片、武陟县
图书馆参展的北宋米芾《米南宫十七
帖》拓片、唐河县图书馆参展的唐颜
真卿《多宝塔碑》拓片、洛阳市图书馆
参展的清董其昌《秣陵旅舍送会稽章
生诗》帖拓片、卫辉市图书馆参展的
北齐时期摩崖石刻《华严经》拓片等
堪称珍品。“晒技艺——石碑传拓体
验活动”，由河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
专家和高浮雕传拓技艺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李仁清团队现场演示与讲解，
使参观者近距离接触传拓技艺，感受
传统技艺的魅力。

专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协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

“张海的破锋行草书带着创造性”
今年正值河南省书协成立40

周年，昨日下午，继张海先生的“八
十初度”新作展和《厘米大千——
张海系列丛书》新书发布会之后，
“‘一厘米的马拉松’——张海行草
书创造力的实现”研讨会在郑州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书法家、书法
理论家就张海书法展开研讨。中
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
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陈振濂专程从杭州赶来，担纲研讨
会的主持人。会议间隙，陈振濂接
受了郑报全媒体记者的独家专访。
郑报全媒体记者 崔迎
实习生 贾小凡/文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宗福/图

中原书风：
推进了中国书法发展方向

一个时期以来，中原书风在张海主席
带领下，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河
南也从书法大省成为书法强省。

“我们现在理解的中原书风其实是很
多书法风格中的一类，比如总共有 10个
派，它就是一个派。但是我们从研究近代
史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看法还是太肤浅，
不够深刻，其实中原书风改变了改革开放
以来近40年的书法生态。”

来到河南，陈振濂对于中原书风有着
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原来大家写书
法就是在书斋里练练字、写写诗词，不走
向社会，只是把这当成自我圆满的一个方
式，也没有组织化的扩张力。但自从有了
中原书风，书法的宣传方式变得多样化，
对整个书坛进行了革命性颠覆。第一个
是社会活动，有了第一个以很高的组织化
程度把书法家团结起来，围绕一个目标大
家共同奋斗。这一种颠覆性很大，别人忽
然发现一个中原书风——当时叫中原书法
大赛，可以成千上万个人聚集到一起写书
法，这种方式当时在其他省份根本没有。
另外一个，就是书法高等教育，现在他们把
它变成了一个学科，有一整套的训练方
式。”陈振濂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书
坛的这两个颠覆性举措决定了后来中国书
法发展的方向，使之有了进一步提升。

张海新作：
破锋行草书带着创造性

此次，张海主席推出12卷本的《厘米
大千——张海系列丛书》，同步推出“张海
八十初度新作展”。陈振濂感叹道：“他是
一个非常勤奋的艺术家，其实他在中国书
协主席任上时也还是每天临池。他现在
80岁正好是风格渐趋成熟，如果再往下
走的话，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突破点。大家
都说要万毫齐力，要力透纸背，他给你反
向来个破锋，我觉得这个有点意思，这个
破锋行草书带着创造性！”

对于张海主席提出的“一厘米”理论，
陈振濂称：“这个肯定是精品之论。真正
有才华的人，他就在想最好在现有高度上
再高一点……我比你快一厘米也是快，我
比你高一厘米也是高，但你想想一厘米之
前那是多少代人的努力呢！”

今年1月，《“楷法表现”守正创新实验
书法展》在河南郑州展出，影响很大，口碑
很好，对当下楷书创作有很好的启发和借
鉴意义。写书法必须从楷书开始练起吗？

陈振濂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没有，其
实我们当时在设定这个课题的时候，已经
颠覆了很多原有的看法。第一个楷书是
基础，我们认为如果是汉字，现在固定在
楷字上，所以大家认为楷书是基础，其实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楷书根本就是一
种创造性的，它和草书是一样的，你如果
仅仅用基础来看它，那是你没见识，因为

汉字是读写和文章，它是文化要求，不是
艺术要求。”

陈振濂表示：“楷法表现，我们当时其
实只是拿它当一个书法创新的实验。我
们现在来看把它看作是一种科研。科研
的概念是什么？不寻找终极的真理。然
后试错，这样试试看，不行再退回来，再试
试看，有点可能，就坚持，如果不行再退，
其实就是鼓励大家投入到这个项目中。
我们告诉大家，最高的书法家的状态是不
断的试错，而不是找一个成名成家的目
标，不做总结。”

杭州《都市快报》开有一个专栏“陈振
濂视角”，以书法记录历史，以书法书写民
生。这大大区别于当代书家抄抄古典诗
词、写写经典语录式的创作，陈振濂将书
法创作直接介入生活，记录民生。

对于开专栏，用书法写民生，陈振濂告
诉记者：“开专栏是非常偶然的，最早的时
候，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当时我们看到
的基本上都是写毛笔字，不是书法艺术，没
有艺术表达的意思。1981年的时候，我们
当时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书法必须是
艺术，必须是审美，必须是观赏。”

到 2008年、2009年的时候，大家都一
窝蜂地搞技巧、搞风格、搞形式。对此，
陈振濂于 2009年在北京做了一次意义追
寻。“意义是什么？我当时提出来叫阅读

书法。阅读书法以后，就开始关注书写内
容，你不能老抄李白、杜甫、苏东坡吧，所
有的艺术都要和现实的生活和社会相衔
接。我们开始提出要用书法关注社会、关
注时事、关注民生。我在报纸上开这个栏
目，用民生书法评价当下社会的各种现
象，那里面什么故事都有，就是一部社会
百科全书。”

书法家坚持开专栏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很费劲地挤时间坚持去做，每天
记一则社会新发生的事情，隔一个月就要
找人来拍一批作品。陈振濂准备用 10年
的时间，同步记录时代，10年正好是 3600
件作品，每件作品都是一个故事。“现在已
经坚持到第 9年了，这个就跟写日记差不
多，日常书写，有感而发。”陈振濂说。

“楷法表现”：书法创新的实验

“陈振濂视角”：用书法记录民生

书法美育：倡导书法之美、汉字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