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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发展现状及方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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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书法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目

前，在现代经济社会背景下，客观上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反映出了人们更高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此基础上，还

需要做好新时代背景下的书法艺术发展，对书法艺术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明确其发展方向，进一步拓展和探索书法艺术的

发展空间，使其达到更加良好的发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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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在我国漫长历史进程

中，也形成了大量优秀的书法艺术作品，带给人们精神文

明层面的享受。而目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

字体的出现，使得书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书法领域

的人才也越来越少。目前仍在研究书法艺术的人员大多是

专业领域人员和书法爱好者。同时，伴随着人们当前书写

工具的变化，如何对书法技法进行保存与传承也受到了很

多人的关注。因此，当前还需要做好书法艺术发展现状的

把握，明确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

1  书法艺术发展现状

1.1 书法认知模糊

在书法艺术学习和创作中，人员的观念和认识是十分

重要的。具体来看，在书法艺术往往有着大量技法，需要

人员对其进行长期练习，方能够掌握其精髓。但观念的形

成这并非如此，如果人员不能够正确把握书法艺术中的观

念，则很容易在学习和创作中达到南辕北辙、事倍功半的

效果。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很多人员在进行书法艺

术学习时，往往不能够形成正确的认识，存在着认知层面

的误区，认为书法艺术的学习仅仅是对名家的书帖进行临

摹，然后再长期反复练习中便能够提高自身的水平。这样

一种认知和理解显然是错误的，书法文化本身作为一种艺

术形式，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进

行传承和发扬的重要载体。在面对书法艺术时，需要对其

做好传承、创新与优化，而非一味的模仿名家的作品。同

时，很多人在书法艺术学习中也存在着错误的观念。认为

书法能够速成，而非长期练习的产物，甚至有些人还认为

书法艺术的学习十分简单，仅仅是在闲余时间进行练习，

便能够掌握其中技巧。由此可见，在当前错误的认知和观

念下，影响了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1.2 书法教育不规范

目前，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的交流日益密切，不

仅仅是政治经济层面的交流，也包括文化层面的交流，这

是得很多国外文化进入到我国视野中，带给我国文化发展

一定冲击。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人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

传承与发扬的重要性，这也给书法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很大

的条件和机遇。在此基础上，我国很多院校也开展了书法

相关课程，对学生的书法技能进行培训。但从实际情况来

看，包括专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在内，很多教师的书法水平

是存在差异的。同时，一些机构在进行书法教育时也存在

急于求成的功利性，更多希望学生能够尽早出作品，是一

种快节奏的书法学习，这也导致学生很难在书法练习中真

正沉下心来，很容易走入误区，甚至是产生对书法艺术的

抗拒心理，不利于长久学习。

1.3 书法流派较多

从书法艺术初学者的角度来看，往往需要面对十分繁

琐的书法理论。同时从当前我国书法行业角度来看，也

存在着混乱的问题。如何做好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是书法领域比较关注的一类问题，也对此进行了大量讨

论。其中，从部分书法艺术流派角度来看，在面对书法

创作问题时，往往会采取另辟蹊径的方式，认为只要达

到了怪异、显绝的效果，便能够称之为书法艺术，从而

忽视了对传统书法技法的传承，更多是采取一种博人眼

球的书法创作方式，这导致最终形成的书法作品难以真

正具备审美价值。

2  书法艺术发展方向分析

2.1 注重书法艺术，提升宣传力度

书法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

的精髓所在。在书法艺术中有着十分丰富、十分多样的审

美价值，带给人们精神文明层面的享受，也受到了很多人

的喜爱和关注。在当代快节奏生活背景下，如何使广大人

民群众更好的认识书法、了解书法、接受书法，并能够参

与到书法艺术的学习与创作中，是今后书法艺术发展的关

键所在。因此，这就需要切实做好书法艺术的宣传。实践

中，可结合我国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对网络信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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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和网络信息平台进行应用，开辟书法艺术宣传的线上渠

道。其中，可对抖音、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利用，让人

们感受到书法艺术的魅力，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自觉爱上书

法艺术。

2.2 规范书法教育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开展书法艺术的发展与传承工

作，需要切实规范书法教育。教育仍然是对书法艺术进行

传承的主要渠道，包括中小学教育、高中教育、大学教育

以及社会机构教育中均需要提高其规范性。在义务教育阶

段可安排书法艺术的相关课程，并配备专业书法教师，

对学生进行教育培养，使学生在很小时候便能够认识和了

解书法，并产生对书法的兴趣。在大学教育中，可开设有

关书法艺术的社团以及校园活动，对学生的课余时间进行

利用，使学生可以在兴趣爱好的启发下，自觉参与到书法

艺术的学习与创作中。而在社会机构书法教育中，则需要

更进一步的提高其规范性，尤其要改变其功利性的思想

理念，要认识到书法艺术的学习是一项长期工作，尤其面

对年龄较小的孩子，需要先行帮助其养成书法艺术的兴趣

爱好，方能够达到终身学习的效果。同时，书法作为一种

艺术形式，在人的不同年龄阶段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认

知。因此，只有在终身学习下，才能够真正达到理想的书

法艺术创作效果，提升书法艺术的境界。

2.3 加强书法传承

在任何一种艺术和文化形式发展创新中，都需要立足

传统，结合传统中的精髓来进行创新，达到创新不忘本，

传统不守旧的效果。书法艺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当代社会对书法艺术进行发展和创新中，更需

要把握好传统的内涵与精髓，方能够真正意义上提高创新

的效果。因此，这就需要切实做好书法艺术的传承，需要

学习观摩古往今来名家的书法艺术作品，把握其技法风

格，参悟其思想境界，然后结合新时代背景对其进行创新

优化。

2.4 科学运用网络技术

现在网络信息背景下，客观上促进了我国网络信息技

术的发展，并带动了网络信息技术在更多领域和行业中的

应用，带来着工作的新思想和新途径。在书法艺术传承与

发展中，同样需要做好网络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具体来

看，首先在对书法艺术进行宣传时，便可以对网络信息技

术和网络信息平台进行应用，除了前文中谈到的微信、

微博、抖音等渠道外，更多是要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在书

法艺术宣传中的自觉性。因此，可选择通过网络平台来定

期开设有关书法艺术的活动，使民间的书法爱好者，能够

在网络上展示自身的书法作品，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互

动，打造出网络上的书法艺术交流平台。另外，也可以安

排名家进行网络讲座，开设书法艺术专题。如分析古往今

来书法家们的艺术作品，或针对书法艺术学习不同阶段的

人，进行专业知识和专业技巧的讲解，形成网络上的良好

氛围。也为人们的书法艺术学习提供有效帮助。最后，也

需要做好书法艺术同其他领域的结合。例如在新媒体广告

设计中使用书法艺术字体，或者在产品包装中加入书法元

素，结合产品和其他领域宣传内容的需求来对书法艺术进

行应用，从而使书法艺术的传播与发展能够达到润物细无

声的效果。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书法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

我国文化建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在全球化背

景下，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这也使

得很多国外文化进入到我国视野中，带给我国文化一定冲

击。在此基础上，更需要做好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明

确书法艺术现状，探索书法艺术方向，在新时代背景下赋

予书法艺术新的生命力，达到更加理想的发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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