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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法教育发展对当代书法教育发展的启示 
秦祥 

(菲律宾国家大学大学艺术教育与科学学院  安徽淮北  235000) 

摘要：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伴随着书法的起源发展，书法教育应运而生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同生同长。书法作为古代“六
艺”之一，从皇帝至于百姓皆认识到其对个人及集体个性的塑造作用。对古代书法教育进行研究总结，归纳其时代特点，对当下书
法教育的实施开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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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先生在《中国文字与书法的孪生》一文中说：“文字一

经产生，书法也开始萌芽，文字与书法两相结合，彼此伴随，实系
共出一源，不妨比喻为孪生姊妹。”艺术教育伴随着艺术而生，同
样，书法教育伴随着书法而生。从出土的实物和文字资料来看，至
少从殷商开始，书法教育就是教育内容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先秦时期书法教育概况 
现存最早的文字为甲骨文，甲骨是中国古代占卜时用的龟甲和

兽骨 。统治者利用龟甲占卜纹路推测事务吉凶并将占卜结果记录在
甲骨之上，而负责记录的人员被称为“贞人”1 而要成为“贞人” 必
须经过严格的文字与书写训练，包括文字写法与刻法。这也可以被
看做最早的书法教育。在出土的甲骨中也见到了“贞人”先书后写
墨迹和反复练习痕迹。董作宾先生将甲骨文分为五期，从一至五，
风格越来越稳重成熟，技法越来越娴熟，足以证明是接受教育训练
的成果。甲骨文习刻是最早见到的中国古代文字书写教育的史料，
也是中国书法教育的最早范本和内容，标志着中国书法教育的开
端。 

从古代关于学校教育起源的文字资料来看，至少在三代中国就
已将建立了学校，开展学校教育。 

《孟子 縢· 文公上》：“设庠序学校教之：庠者，养也；校者，
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
2 

从以上文字来看，学校建立时间以及对学生入学年纪都有记
载。同时对学生入学学习内容也有相应的规定。 

西周时期，学校分为“国学”与“乡学”，分别供贵族王侯和
乡人子弟就学读书，国学又分为“大学”与“小学”，所教为“六
艺”：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3 
“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

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冰曰九数。”4 
从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初入学者，首先学习的是“六书”。

其中主要是文字的学习，但是在其中也包含着汉字书写教育。从广
泛的意义中也可以理解为书法教育，这一点从文字演变和早中晚期
金文对前代的继承与发展可得到证实。 

综上，先秦时期的书法教育不论是记录甲骨文需要“贞人”反
复练习，还是在西周时期进行“六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先秦时
期不仅是文字和发展的起源，也是书法教育的开端，对后世形成了
重要影响，其中以“临摹”为初学入门手段方法也发端与此，并为
以后的书法学习和教育奠定了方向。 

一、秦汉时期书法教育 
秦朝建立于公元前 221 年，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伴随着

政治秩序上的统一，作为建立者的始皇帝嬴政也对文化进行了大刀
阔斧的革新，首要体现在“车同轨，书同文”。变更春秋战国时期
各国文字不一的现象，采用小篆作为官方规范书体。同时命令善于
书写的大臣书写规范模本，并编纂了《仓颉篇》、《爰学篇》、《博学
篇》，字体为小篆，作为小学识字教育和书写训练的范本。伴随着
一系列政策实行，可推测定会进行书写教育以促进标准文字的推
广，实现朝廷的文化统治目标。 

汉代日用文字已经从篆书向隶书转化。 

“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戌役，官狱职务
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 5 

从上述文字来看，篆书的不如隶书简易，为了应对快速书写而
使用隶书，这种民间的简易书写必定会传入官学。 

汉代开始有明确的记载以学校为组织的书法教育形式。汉代的
书法教育形式分为官学与私学，其中私学又分为蒙学、家学和皇室
教育。蒙学是指幼儿教育，将文字识读与书写（书法教育）结合起
来进行，家学指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家族传授知识，汉代家学的兴
起有力促进了书法教育发展，书写技巧传播开来，“师传”观念开
始形成。 

汉代对书法的要求严格，“又已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
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八体”即“一曰大篆，二
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
八曰隶书。”6 

东汉时期，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书法教育形成独立的艺
术教育学科，同时选拔优秀书法人才，授予官职，极大地促进了书
法的兴盛。汉代的书法兴盛促进了书法教育发展，书法教育又促进
了社会文化进步和教育水平提升，从而又更促进了书法进步，形成
良性的循环。中国书法在此基础生迎来了更为宏伟的时代——魏晋
时代。 

二、魏晋时期书法教育 
魏晋时期的书法艺术是我国书法历史上的里程碑，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这一时期文人雅士之间不断进行书法品鉴活动，进一步
促进了书法教育的发展，文人之间对书法作品进行品鉴，进而怀着
人文主义精神品鉴其人，在不断的交流当中完成了教育的过程。整
个魏晋时期书法教育的主要特征是“官私结合”。官方设立专门的
书法教学机构，是对汉代设立的书法教育制度的进一步深化发展。
同时士族门阀政治制度下，“书法家学”得到发展，与官方的书法
教育机构相比属于私学，其主要的师承关系有父子、兄弟等。但是
在这种形式中并不是各个家族固守本家，而是氏族之间交流广泛，
彼此影响且互相促进，共同促进了书法和书法教育的发展。 

三、唐代时期的书法教育 
唐代综合国力强盛，文化兴盛，为书法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

济文化基础。唐代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
算学。其中“书学”是专门开展书法教育的机构，马宗霍的《书林
藻鉴》中说：“唐之国学凡六， 其五曰书法学。” 

到了贞观元年，唐太宗下诏设立“弘文馆”，作为书法教学机
构，并请当时书法大家虞世南、欧阳询等教学，并诏令五品以上官
员均可入馆学习。除了设立专门的书法教学机构，唐代还将书法纳
入科举考试科目，同时在吏部选任官员时，以“四才”为选拔标准。
其中第三条为“书”，要求“楷法遒美”。在这种多方面影响下，书
法教育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科目。 

四、宋代时期的书法教育 
宋代书法教育 宋朝作为封建时期中重视文教的一个时代，沿

袭旧制，设立国子监，但整个时期屡屡发生机构变动。但是在学校
教育中仍然规定了需要每日学习。北宋《京兆府学立小学规榜》要
求每日“学书十行”。南宋时期，程朱理学发展盛行，形成了系统
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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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童蒙须知》说： 
“凡写文字，须高执墨锭，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执笔。

双钩，端楷书字，不得令手揩着豪。 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
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 凡写文字。须要仔细看本。
不可差讹。”。7 

文中可见对于培养学童的书写习惯做了细致要求。 
五、元明清时期的书法教育  
元代书法教育延续宋朝，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颁布了规范的教

材。元朝的官方课本《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要求学生临摹千
字文，读书一两个月，用一天时间写 1500 字并逐渐增加至 4000 字，
并要求“双钩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明朝对书
法教育目标则更为清晰，除国子监外，各州、府、县都设立了书法
课程。《社学规条》要求“入门先摹端楷点画透露之帖，方有规矩
可寻。先临唐、宋帖，后临晋帖，先学大字，次学中书，次小楷。
先楷书，次八分，次行书，次草书，不可凌乱。”。对于执笔及临摹
法帖、学习字体的先后顺序都做了详细说明。明代以善书者获得赏
赐记录多次出现在史书中，代表人物为沈度兄弟，这极大影响了明
朝的学子，争相效仿促进了明朝“台阁体”流行。清代对书法教育
作出进一步规定，太学生制定《日课册》每日练习，并且设立了学
分考核制度。朝末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将识字课程和书写做
了区别，分为“字课”和“习字”两个部分。后被《奏定学堂章程》
所取代。《奏定学堂章程》单独开设“中国文字”一科进行识字和
写字教育。 

六、古代书法教育特点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书法教育，书法教育始终伴随着文字教育进

行，这是书法植根于中国文字的本身特性决定的，也是实用性的要
求。其次古代书法教育更多的是满足整个行政系统对于文字书写的
需求以及作为选拔考核官员标准要求之一，带有强烈的实用性和功
利性色彩。再次，对于古人来说，书法“自学”一直是主要的学习
方法，推求古人书迹，研究古人点画。从魏晋时期开始出现“笔法
师传”，这种情况在唐代得到进一步发扬。最后中国书法教育始终
带着对“美”的追求，除了追求结构空间稳定的实用性美，还积极
追求书法的艺术性美，正是这两种美得追求，书法教育也从单纯的
文字书写教育演变为书写和艺术教育，中国书法正是在这种追求中
历久弥新。 

七、当前书法教育发展现状 
1、当前书法教育师资薄弱人才缺口极大 目前全国开设书法专

业高校较少，只有一些综合类高校和特色的艺术类院校开设书法专
业，招生规模较小，人才培养少，与当下社会和中小学阶段实际需
求有着较为巨大的差距。从公布的数据来看，至少需求三十万书法
教师才能满足当下需要，而每年毕业书法专业学生仅为几千人。 

2、教材不够科学规范 现在使用的书法教材随意性较大，好多
学校和书法培训机构使用自编教材，与实际的中小学培养需要不符
合，不够科学，书法教材的匮乏困扰着我国书法教育事业的进步！ 

3、对书法没有形成考核体系 对中小学书法学习成果没有科学
规范的评价体系，随意性较大。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评价
受限于自身的审美素养，不利于学生独特艺术素质的培养。 

4、学生书法课程安排极少 学生积极投身文化素质学习，忽略
书法的学习，造成学生“提笔忘字”。学校没有现实条件开设书法
课程，即使开设，每周学习时间极少，很多时间被当成补充课程，
没有建立完善长期培养机制。 

5、教育内容过于简单化 当下书法教育课程内容大多从坐姿、
握姿和基本笔画入手学习，内容形式过于简单化，忽略了书法学习
中人文素养和书法美得学习，造成学生兴趣不高，学习过程简单乏
味，教师教学简单，课程开展形式单一。书法教育的课程目标是使
学生经过学习发现汉字之美和书法所蕴含的独特的艺术美。从实际
的教学过程来看，简单的汉字书写教育虽然使学生能够正确的书写
汉字，但是对汉字历史和汉字本身的书写演变历史不够掌握。 

八、古代书法教育在当代书法教育中的实践应用 

中国书法历经千年，经历时代的变换本身所独有的人文精神已
经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在当今美好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坚守
并传承这种人文精神。当下书法教育虽有序发展，但是发展中也出
现一些问题，古人在经久的书法教育历史上给了我们当下很多的启
示，我们要结合前人经验探索并发现书法教育发展的新思路、新方
法。在实践中做到运用，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1、建立和完善书法教育教学大纲 
《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由中国教育部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发布，规定从 2013 年春季开学开始，书法教育将纳入中小学教
学体系，学生将分年龄、分阶段修习硬笔和毛笔书法。《纲要》的
制定与颁行，使书法教育事业有了明确的行动纲领，对书法教学的
开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纲要》颁行以来使书法教育事业发展
迅速。历史上，多次颁布类似于纲要的政策文件，当下我们要以《纲
要》为指南，深入贯彻学习，结合实际发挥自身力量积极投身书法
教育事业，并以《纲要》为指导，结合实际可制定更高标准，促进
校园文化发展、学生素质进步。 

2、书法教育要植根于文化传统 
书法艺术与我国其他传统艺术息息相关、紧密结合，自古就有

“书画同源”说法，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教师
教学时不能将书法和书法教育与传统文化割裂，教师要以弘扬传统
文化为目标，立足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将古代书法和当代书法
教育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书法教育对学生素质重要作用，从而
丰富精神文明见识内容。 

3、注重书法理论教育 
要密切的注意现在普遍的重视技法教育忽视理论教育的现象，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书法的发展，书法教育理论能
够为书法教育发展指明方向，书法教育实践能够为书法理论发展奠
定基础。注重理论学习，让学生在学习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书法博
大精深，进一步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的书法实践与鉴赏能力。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提高专业水准 
师资队伍建设是书法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承担着弘扬书法与

育人的双重任务。相关部门与学校应该积极吸纳具有专业水平人才
投身书法教育事业，高校重视书法人才培养，在培育书法人才同时，
指导学生注重教育知识的学习。 

5、加强书法课程体系建设 
学校应加强完善书法教育课程体系。包括对学生书法技能的培

训，学生未来发展目标的设置及让学生明确学习书法的目的等。将
书法教育由专业选修课程变为必修课程，同时学校也可将书法作为
校本课程，开发挖掘当地和学校的优势资源，结合当地与本校实际，
打造书法特色学校，丰富校园文化。 

九、结语 
时至今日，书法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不仅是学生考试中书写水

平关系总体成绩，更为重要的是，时代的发展进步要求我们在扫除
“文盲”基础上要扫除“美盲”，这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于是精
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作为书法教育工作者更应该积极承担起责任，
为书法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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