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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书法艺术边缘化问题与对策

陈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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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转折阶段，也是书法艺术出现边缘化问题的阶段，受到政治、文化、思想、经济的影

响，书法艺术的理念与形态没有变化，但是本文通过分析民国时期书法艺术边缘化问题发现书法创作需求下降，书法创作活动规模缩

小，书法语言基础向白话文转变，书法创作工具写字效率低，书法创作主体出现转变，书法理论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提升，进而制定了

对策，对书法艺术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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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国时期在书法艺术发展中属于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在民

国时期书法艺术有着一定的成就，对于传承书法艺术实行了小范围

创新与发展。受到西方艺术思想的影响，书法创作进行了一个新格

局，对于书法创作的方法和特性没有太大的改变，主要是将传统书

法进行延续，创造了宽松、自由的书法艺术创作环境和思维空间，

增加了艺术功能，对于书法艺术的价值进行不断探索和挖掘，形成

了民国时期的书法艺术创作群体效应和区域的特点，对书法艺术的

演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但是对于书法创作需求、创作活动、语

言基础、创作工具、创作主体地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和传统书法艺

术相比出现边缘化问题。边缘化属于一个抽象的解释，主要是对于

书法艺术发展过程的持续性表现。在特定历史阶段肯定会出现某些

事物的边缘化，主要是因为事物主体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和地位，还

有就是在发展过程中事物主体有了变革动力和新发展方向，实现了

蜕变。对于民国时期书法艺术边缘化问题要辩证地去对待，进一步

了解和分析边缘化的原因，找出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一、民国时期书法艺术边缘化问题

（一）书法创作需求下降，书法创作活动规模缩小

人们书法艺术创作主要是因为内心情感需求，由于科举制度

被废除，打破了以书法水平为评价的制度，随着教育制度的变革，

使得书法创作水平的重视度减弱，受西方观念的影响，社会对于书

法艺术创作的需求越来越多小，在民国时期的政界层和文化界中还

会进行书法社团、刊物、展览等活动，但其所具备的影响力是比较

小的，在受到军阀战乱的影响，书法社团活动和交流只兴起了一段

时间就落败了同时由于受到拉丁化思想的影响，人们想着用拼音字

母代替方块字，使得人们对于书法的需求下降。在民国时期，由于

辛亥革命的成功，封建帝制被覆灭，国人传统思想被打破，民主、

自由地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求，接着出现军阀内战，中华民族出现

危机，这种危险使得知识分子出现很高的政治激情，主动投入到政

治运动中，使得社会的整体面貌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政治体制

的反应受到艺术形态的影响出现了不确定和延后性，但是书法艺术

却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社会变革造成社会意识出现转变，使得书法

艺术创作不能适应社会主流意识，进而在被人们淡化，在社会评价

体制中书法创作的比重被降低，文人不再需要通过书法创作进行实

践活动，使得书法创作活动的重视程度被弱化，在文人的实践活动

中逐渐缩小书法创作活动规模，进而呈现边缘化的趋势。

书法语言基础向白话文转变，书法创作工具写字效率低

书法语言基础主要是由文言文为代表，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

的书面语言，在民国时期之前通过文言文将文化内容进行记录，这

是书法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但在“五四运动”中文言文被

白话文给替代，人们通过白话文进行书面表达和记录信息，胡适、

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文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观点，原本是想通

过文化改良将政治上的需求进行展示，体现实用救国主义思想，但

是却将文化教育、交流、信息记录中的文言文地位给转化了，使得

书法语言基础出现边缘化问题。在书法中笔墨纸砚是创作中必须具

备的工具，毛笔是书法艺术中非常重要的物质条件，毛笔是资本主

义生产活动中唯一的写字工具，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生

产活动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毛笔的写字效率比较低，不能

满足生产活动中信息记录的需求。在民国时期，外国的钢笔、自来

水笔进入到生产活动中，有效提升了信息记录的效率，使得毛笔的

地位大幅度下降，人们对于毛笔的使用越来越少，只能成为喜爱书

法的人所使用的艺术创作工具，这种转变既是书法创作工具上的转

变，更是书法和传统文化之间的依存变化，使得书法艺术受到严重

影响。

（三）书法创作主体出现转变，书法理论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提

升

在民国时期，大多数人们主要是保障日常生活和空间，根本

没有时间进行书法艺术创作，由于书法艺术不是评价文人知识水平

的重要标准，使得书法艺术不再成为主流活动，书法创作的主体主

要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社会地位高的人群，这部分主体没有充分发

掘书法艺术价值，过于注重书法的实用性。民国时期受到新文化运

动的影响，“反传统”的思想受到人们的追捧，导致很多的学者不

能全身心投入到书法理论研究当中，在社会变革中书法的影响没有

本质上的变化，但对于书法理论的研究和以往相比却是有所下降，

当时的理论研究成果《标准草书》、《广艺舟双楫》影响力还是比较

大的，但整体而言还是比较倾向于书法艺术实践，理论研究在书法

艺术中还是比较欠缺的，导致民国时书法理论研究的成就不是理想，

过于注重书法技巧，忽视了书法理论。

二、民国时期书法艺术边缘化问题对策

（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寻求书法艺术突破口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网络文化深入人们生活，出现各种网

络名词和书法论坛、网站，在网络中有大量的书法文章和论著，由

此说明书法已经步入了现代化发展，需要探究书法的创新之路。一

方面，书法艺术实际环境和需求出现很大的矛盾性，解决矛盾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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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进行书法艺术变革。从古至今书法艺术都具备大基数的书法创

作群体，并且书法艺术创作水平比较高。书法艺术变得更加规范和

具体，许多的高校开展了书法课程，进而出现了很多题材的书法创

作，有效提升了书法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多的书法理论文章和

著作被发表。书法艺术的发展受到市场经济效益的影响，过于注重

书法艺术效果和经济效益，出现了以书法艺术展览为目标进行创作、

以职业发展为目的进行短期学习书法，严重影响着人们书法文化需

求。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的文化界对于书法艺术的研究越来越激烈，

促进了书法的自我认识和突破。书法作为中国艺术，是一项非常宝

贵的财富，是中国文明代表之一，在欧美、韩国、日本等国家进行

传播，受到了非常高的重视和评价。外国学者和学生对于中国文化

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是研究中的重要项目，同时来中国学习书

法和汉语的外国学生也是越来越多。中国对于文化的宣传也在不断

增加，现在有很多的国家成立了孔子学院，并将书法课程作为学习

中重要内容，为书法艺术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应该及时借助

机会，将社会需求作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寻求书法艺术的突破

口，增加书法艺术的传承，使得书法艺术的影响力和地位得到有效

提升，充分发挥书法艺术的价值，增加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度。

（二）充分发挥书法艺术的抒情功能

书法艺术的精神价值是民族文化给予的，书法艺术的神韵和

气韵是书法家的情感表达，在欣赏作品时能够体会到书法的气韵和

神韵，则说明和书法家的达到了精神互通，能够起到愉悦内心的作

用，这就是书法艺术的精神价值。书法艺术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抒情，

书法创作者通过挥舞毛笔在宣纸上留下黑色印记，形成精美的书法，

创作者对于笔法的技巧和延伸，都能体现创作者的情感，更加能够

表达创作者的精神。从书法艺术的形式来看，需要通过汉字实现作

品和欣赏者之间的沟通，如果不加入汉字直接对书法艺术提出新奇

的样式，可能直接摧毁沟通的桥梁，当没有新桥梁产生时，书法艺

术中汉字就是桥梁，也是必须存在的基础条件。书法艺术的艺术价

值比较高，实用性比较强，深受中国人的追求。在民国时期，书法

艺术部分功能逐渐出现边缘化，增加了书法艺术性，人们对于书法

艺术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奠定了书法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受到

改革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学习倾向于书法艺术，促进了

书法艺术的发展，虽然在日常的书写中书法艺术出现的频率比较少，

但是书法应该成为时尚的趋势，很多人悬挂的匾额、题字都是通过

书法表达的，提升了书法的实用性，对于书法中的内容不了解，可

以通过书法汉字实现沟通，提升愉快感，使得书法的抒情功能得到

有效发挥，充分体现了书法艺术存在的价值。

（三）加强书法艺术的个性化发展

在进行书法艺术创作时对文字布局、起落走势、虚实相伴、

笔墨调和等进行规划，可以充分体现书法的内在价值，将创作者的

心理表达出来。不一样的字体所展现的书法风格也是各不相同，比

如 ：错综复杂、交错相间草书可以给人一种飘逸生动的感觉 ；没有

规则的狂草书体可以给人一种亢奋、激情的感觉。书法之间的布局

能够很好地将字体具备的风格表达出来，布局疏松营造一种清晰、

轻松的感觉，布局紧密营造一种茂密、丰满的感觉。通过润笔方法

书写的字有一种丰腴、温雅的感觉，通过渴笔方法书写文字有一种

粗犷、苍劲的感觉，在书写过程中创作者运笔落墨有力准确可以表

达出创作者的书写笔法雄壮，创作者书写所选用的书体、着墨、布

局可以表达出创作者的性格和情感。在民国时期石刻文字的拓本和

古人著名的墨迹进行结合和并存的发展方式，说明了借助艺术的本

质实现自由发展才可以长远发展。书法更应该在还原艺术本质上进

行文化自由，书法家通过研讨会、展览进行交流和沟通，越来越多

的书法作品和刊物被出版和发表，时代数字化发展非常迅速，书法

创作主体可以通过数字化时代获得大量的新知识，增加书法交流的

频率，分享书法成果。通过数字化书法创作环境，书法创作者应该

进一步加深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在收获书法知识的同时寻求创新，

不随盲目从众，重视书法本质的挖掘，在学习过程中加强书法艺术

的个性化发展，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

（四）提升书法创作群体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

在书法艺术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尊重汉字艺术，

汉字作为中国民族的文明成果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和重视，简单来

说，尊重汉字就是对书法创作中的一种重视。当代网络中出现很多

不良用语，对于汉字随意使用，将汉字当作娱乐的一种形式，缺乏

对历史文化的尊重感，所以要提升书法创作群体的责任意识和使命

感，有效对网络用语进行规范，将汉字的地位进行还原，在社会的

发展中记性反思，将历史和当下进行对比，提升书法创作的动力，

明确书法创作群体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增加书法创作群体的实

际运用。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责任意识和使命感是基础，人们要

随时保持着历史使命感，将自身能力和人民、社会发展相联系，尽

自己最大的能力将传统文化的成果进行发扬和继承，在继承中不断

进行创新发展，这是一种历史责任。书法艺术发展中提升书法艺术

创作群体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是非常重要的，将书法艺术创作和社

会发展相联系，积极创新书法艺术创作，增加书法艺术的发展空间。

结语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书法艺术边缘化主要是在书法创作需求、

创作工具、书法语言基础、创作主体、理论研究等方面，对于边缘

化问题应该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寻求书法艺术突破口，充分发挥书

法艺术的抒情功能，加强书法艺术的个性化发展，提升书法创作群

体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进一步提升书法艺术的主导地位，使得人

们越来越关注民国时期书法艺术的价值意义，加强书法艺术的影响

力，促进书法艺术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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