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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名邑万古，琴画书印流芳” 
——传承常熟文化艺术，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 

邢质彬 王志颖 张煜研 陈雨婷 周 雪 吴奕明 
常熟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常熟 215500 

摘要：常熟文化是吴文化的一大支柱，本项目以常熟的文化艺术为总方向，考察古琴、画派、书法和印派四大方向。在常熟文化跨世纪发展的转

折点，掌握常熟文化艺术的发展脉络并为其未来的发展道路指明方向，提供精神动力。 
关键词：常熟；文化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 

一、常熟“琴画书印”文化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常熟文化是吴文化的一大支柱，在常熟文化跨世纪发展的转

折点，掌握常熟琴画书印文化艺术的发展脉络并为其未来的发展
道路指明方向，提供精神动力。以下是其发展起源。 

虞山琴派起源于浙派的徐门一脉，其创始人严天池在虞山创
建了第一个琴社--虞山琴社，形成了“清、微、淡、远”的琴风，
并创立了虞山琴派；常熟自古以来的深厚文化，滋养了“虞山画
派”的画家们，因此“虞山画派”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但同
时也背负着沉重的文化负担；虞山歌曰：”虞山书法不成派，草
圣张旭醉唐代。”“虞山派书法”，鼻祖为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
据庞士龙《常熟印人录》载，在元明时代常熟已有专门家出现，
至清初大盛。 

虞山琴派作为常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几百年来
不断继承和发展着老祖宗留下的璀璨文化，可是当今社会，虽说
崇洋媚外的现象不断减少，但是却还是发生一些“琴筝不分”的
尴尬现象，让人寒心。虞山画派、书法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
但同时也背负着沉重的文化负担。虞山印派发展到乾隆年间，出
现了工整有余、流于呆板的末流之弊。 

为改变这种情形，也为进一步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保护和
传承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历史文化名城的品位和知名度，
以形成虞山琴派、画派、书法、印派立体化的保护平台。 

二、常熟“琴画书印”文化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一）当代青年对“琴画书印”的认识浅薄，教育方面投入

少 
常熟“琴画书印”作为传承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在全球化、

以及现代技术不断涌现的大背景下，开始不被青年群体所熟知。
当地人不能只依赖宣传片、以及研究中心和培训基地等等教育基
地来宣传和传承“琴画书印”，单一枯燥的认识不能让青年人真
正地热爱常熟“琴画书印”。 

（二）常熟“琴画书印”表演及展示形式缺乏创新
当前常熟的“琴画书印”大多是由古流传至今的，少有现代

谱曲，很难吸引现代人。“琴画书印”的表演及展示形式千篇一
律，吸引力小。 

（三）宣传和推广方式千篇一律，收效甚微
目前常熟“琴画书印”的宣传模式依旧是古琴音乐交流、拍

摄专题片、开展览会等等一些老旧的推广方式，不仅没有推陈出
新，而且受众小，影响力也小。 

（四）资金收入少，投资少
常熟“琴画书印”在公益性的演出或展览等方面上大多没有

资金收入，在培训机构上不能吸引很多资金，也没有很多资金来
维持它们的正常运行。所以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培训体系。 

三、新媒体视域下常熟“琴画书印”文化艺术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与创新 

（一）琴
1、在教育方式上推陈出新
举办虞山古琴夏令营活动和寻找古琴等一系列趣味活动，吸

引孩子们的兴趣，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古琴的兴趣。开设有关古琴

的课外活动，让孩子们在娱乐中喜爱上古琴。 
2、在虞山古琴乐谱以及表演形式方面创新 
顺应时代潮流，在乐谱和演奏形式上也可以做出改变。在乐

谱上除了继承传统之外还可以融入现代因素，利用乐队或者其他
乐器来渲染演奏氛围，增强演奏效果，在演奏形式上可以考虑多
人合奏或者舞台感较强的形式，比如舞台剧或者音乐剧。 

3、在宣传和推广方式方面推陈出新 
除了原先的一些宣传方式，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比如新媒体，

新媒体的及时，有效，快捷以及跨越地区的特征可以更有效的宣
传虞山琴派。在微博，微信公众号上推广虞山古琴艺术，采用低
成本，让更多人知道，了解虞山琴派。 

4、在筹集资金和盈利方面也做出相应的创新 
除了政府补助之外，也可以筹集社会上的资金。不但简单的

依靠有偿培训等等，加快与常熟虞山旅游业的融合，还可以增添
古琴维修或出售和古琴机构咨询等一些有偿的盈利活动。 

（二）画
1、虞山画派遵循师古而不泥古

翚虞山画派是由领袖王 用最直接的笔墨形式打破了“南北宗
论”，兼容并包南北宗为一炉，然后进行开拓创新，最终形成现
今的独有文化。为了让男女老少都要对其有所了解，要丰富虞山
画派的传播模式，创造新型传播途径，塑造新颖的画派文化气息。 

2、促使虞山画派的传播模式朝多元方向发展 
从展览虞山画派的代表性作品，到进行虞山画派科普性普

及，使虞山画派渗透到各个角落。 
3、虞山画作融入本土特色工艺品共同发展 
传统工艺品结合虞山画作可做成一系列关于常熟本土画作

的创意产品，促使虞山画派多途径传播。例如将一些知名的画作
画在扇面，衣服等处。 

4、筹建专业的虞山画作博物馆推广虞山画派 
博物馆作为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具有广泛的传播效应，建立

专门的虞山画派的博物馆，加大人们对其的了解程度。 
5、善于借助现代网络技术等综合手段全方位传播 
在媒体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嵌套的今天，虞山画派的广泛推

广绕不开互联网等媒介。在展示虞山自然风景的同时，可向大家
展出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得到继承与关注。 

（三）书
1、对中小学投入专项资金，以便开展书法教育
虞山书法教育的发展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除了对

书法研究相关领域的资金投入外，也需要对中小学投入一定的专
项资金，既是对各类硬件设施的完善，致力于打造良好的教学环
境的同时，也是为完善书法教育的各类不平衡。 

2、进行师资培训，保证书法教育的有效进行 
教师的专业素养的好坏在书法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说想要进行有效的教育，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不可或缺。
因此，除了投入专项资金外，书法教育方面的师资培养和培训显
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要按地方培训、学校培训等多种形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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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教师培训，从基础抓起，全面提高书法教育师资水平。 
3、注重书法教育经验的总结和积累 

虞山书法，历经多位书法家的传承，独树一帜，自成一派。书
法教育也应该在立足自身特色的同时积极进行优秀书法教育理
念的吸收，注重书法教育的经验总结和积累，以便更好地进行
书法教育的实施。 

4、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使书法真正成为学校教
学内容 

教学评价具有极强的导向作用，评价在人们意识中还是占
有相当大比重。因此，书法教育也应和其他教学内容一样，建
立科学的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使其真正成为学校的教学内容。 

（四）印
1、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入有关传统篆刻艺术的教学，使篆刻

艺术得到普及 
教育普及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在学生时代让学生们接触

传统篆刻艺术，既能普及传统篆刻艺术，又能让学生对传统篆刻
艺术产生兴趣，自发成为传统篆刻艺术的传承人。 

2、国家加大对培养篆刻人才的投入，吸引年轻人传承篆刻
艺术 

目前传统篆刻艺术发展的大难题之一就是资金不足，这使许
多传承者在资金短缺时放弃对传统篆刻艺术的研究与弘扬。如果
国家在这方面加大投入，传承者们便会有更大的动力研究并发扬
传统篆刻艺术。 

3、培养创新意识，鼓励传承者们形成自己的风格 
习近平曾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传统篆刻艺术

的发展也急需创新精神的引导，若传承者们不能突破创新，不能
提高对印派的重视度，那么篆刻艺术的发展只会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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